
概率越大*这与沈云等(

%

)的研究基本相符*

本组资料显示#患者出血量在
%$

#

%$$H(

#平均出血量约

""%H(

#同国内外文献报道的出血量大体一致(

=*E

)

*

"$$H(

左右的显性失血不可能使
T9

等指标下降如此明显#由此可推

测隐性失血在术后贫血的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F8N5

等(

#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红细胞#发现术后大量标记的红细

胞进入组织间隙#证明了隐性失血的存在#朱宝林等(

-

)总结
#%

例行股骨骨折手术隐性失血病例#其中隐性失血大于
E$$H(

的有
%=

例#具有临床意义#且得到的数据结果提示隐性失血患

者术后整体康复水平下降*

U;55

和
,4G:46

(

!

)总结
E!

例股骨

近端髓内钉的围手术期隐性失血#约在
"E$$H(

左右*因此#

评价手术创伤的指标不应仅仅考虑手术时间及术中的显性失

血量#需综合考虑患者围手术期的
V&<

'

T9

和
T)<

的变化*

&75XD84

等(

A

)认为#隐性失血的主要原因是围手术期血液大量

进入组织间隙#不参与体循环#造成
T9

水平进一步下降*本

研究中隐性失血可能与外伤后出血及切口内血肿等有关#需作

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股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易出现术后贫血#

隐性失血是术后贫血的主要原因#由于不能确定骨折后患者的

出血量#加之术中'术后还有新的失血#因此#术前应仔细检测

T9

#术前
T9

低于
"$$

P

"

(

建议术前输血#术后护理人员应对

患者贫血状况认真观察#术后第
%

天建议复查血常规#若低于

A#

P

"

(

应该输血*对于引流较多的切口#局部可加压包扎冰

袋冷敷#暂时夹闭引流管
"

#

%G

(

B

)

*术后应注意观察患者胃肠

道的恢复情况#合并有其他疾病的患者#须积极治疗#合理安排

饮食#以尽量纠正术后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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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白细胞致红细胞参数变化的观察

彭冬菊

"湖北省十堰市中心血站
"

EE%$$$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血液保存前去除白细胞红细胞不同时间的参数变化!以了解去除白细胞是否影响红细胞保存%方法
"

"%$

袋血液分为两组!分别制备成普通悬浮红细胞"普通组#和悬浮少白细胞红细胞组"去白组#!在滤除白细胞前$制备前$制备后

和保存
%EG

$

!

$

"E

$

%A

$

=#J

!分别对红细胞平均体积"

+)'

#$平均血红蛋白"

+)T

#$红细胞分布宽度"

V/3

#进行检测!并染色计

数异形红细胞百分比%结果
"

+)'

$

+)T

在白细胞去除$成分制备及保存期无明显变化!

V/3

和异形红细胞百分比在成分制备

后升高$保存
%EG

恢复原来水平&保存
=#J

时升高!以普通组更为明显%结论
"

去除白细胞对红细胞参数无明显影响!可能更有

利于红细胞的保存%

关键词"白细胞去除术&

"

红细胞参数&

"

输血

!"#

!

"$>=B-B

"

C

>D558>"-!=*E"=$>%$"%>$A>$-$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E"=$

"

%$"%

#

$A*"$$"*$=

""

在输血医学中#同种异体白细胞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反应而

受到输血工作者的重视(

"

)

*白细胞去除技术在临床输血中得

到广泛应用#床旁型白细胞过滤器不能去除血液在保存过程中

白细胞的代谢产物#已很少使用*血液在贮存前滤除白细胞则

可以有效避免上述物质引起的各种输血反应(

%

)

*现对白细胞

滤除前后红细胞参数及形态变化进行观察#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抽取无偿献血全血
"%$

袋#其中
E$$H(

A$

袋#

%$$H(E$

袋#血液采集容量严格按标准要求执行*

?>@

"

仪器与试剂
"

普通四联采血袋和白细胞去除血袋均由山

东威高医用高分子集团公司生产&

Y4LXHF8);N:6471)*<JRKK

%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由美国贝克曼公司生产#并使用配套检测

试剂&

Z:

O

H

I

N5

显微镜由日本奥林巴斯公司生产&瑞氏染色液

由四川迈克公司提供*

?>A

"

方法
"

"%$

袋血液分为两组#每组为
E$$H(

"袋
E$

袋和

%$$H(

"袋
%$

袋*一组制备成普通悬浮红细胞为普通组#另

一组在保存前进行滤过去除白细胞并制备成悬浮少白细胞红

细胞为去白组*于白细胞去除前'去除后'悬红细胞制备完毕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A

期
"

R86\(F9+4J

!

1

I

7D:%$"%

!

';:>==

!

S;>A



及保存
%EG

'

!

'

"E

'

%"

'

%A

'

=#J

分别进行血液分析和染色计数

异形红细胞百分比*

?>B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用
5

检验*

@

"

结
""

果

@>?

"

各组在制备与去除前后及保藏期
%AJ

以内红细胞平均

体积$

+)'

%和平均血红蛋白$

+)T

%变化不明显#红细胞分布

宽度$

V/3

%在成分制备后升高#与制备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普通组!

5e!>!=

#

B

%

$>$#

&去白组!

5e"%>%#

#

B

%

$>$#

%#

保存
%EG

恢复#保存
=#J

时普通组高于去白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5eE>""

#

B

%

$>$#

%*见表
"

*

@>@

"

去除后'成分制备后异形红细胞以角红细胞为主#占总异

形红细胞数的
A$@

#保存期
=#J

异形红细胞以棘形红细胞为

主#占总异形红细胞的
!#@

以上#且普通组明显高于去白组*

见表
%

*

表
"

""

普通组与去白组不同时间
+)'

(

+)T

及
V/3

检测结果比较%

Af3

&

时间
+)'

$

K(

%

普通组$

(e-$

% 去白组$

(e-$

%

+)T

$

IP

%

普通组$

(e-$

% 去白组$

(e-$

%

V/3

$

@

%

普通组$

(e-$

% 去白组$

(e-$

%

去除前
B%>$%f">A# B">=$f">B$ =$>#!f%>=B =">$Bf%>-- "%>-Ef">-B "%>A%f">E-

去除后
a B">%$f%>$# a =">%$f%>#A a "=>"=f">A-

制备后
B">!=f%>$" B">%$f">=% =$>%#f%>-# =">"-f%>EB "->E#f=>E% "!>-%f%>--

%EG B">AEf%>%" B">$%f">E% =$>"%f%>-# =">"Ef%>#= "=>"$f=>E$ "%>E%f">!-

!J B">-%f%>=- B">"#f">#A =$>%%f%>## %B>$"f%>=A "%>!%f%>%- "">B"f">-B

"EJ B$>A!f%>A% B$>!Bf">EE %B>B=f%>=# %B>#Af%>"B "%>%#f">E$ "">A=f">=$

%"J B">E$f%>E" B">#-f%>$" %B>%#f%>"# %A>%-f%>$% "%>E$f">#A "">B!f">-"

%AJ B%>$%f%>## B">-$f">AE %B>#-f%>"A %A>E-f">A- "%>##f">!B "%>%Af">#%

=#J B=>%=f%>=" B%>%$f">!A %B>$%f%>E= %!>=Bf%>$" "E>A"f%>$" "=>="f">BA

""

a

!无数据*

表
%

""

普通组与去白组在不同时间异形红细胞百分率检测结果比较%

@

&

项目 例数$

(

% 去除前 去除后 制备后
%EG !J "EJ %"J %AJ =#J

普通组
-$ %>%f$>== a "$>%f">A" %>"f$>E- %>$f$>EE %>$f$>=# %>"f$>E# %>!f$>#% B>"f">!#

去白组
-$ %>=f$>%B =>!f$>A% "">Af">#% %>%f$>=B ">Bf$>%B ">Bf$>EB %>$f$>=" %>-f$>=A E>#f">-%

5

值
">!- "%>E

!

#>%E ">%A ">EE ">%A ">E" ">%$ "E>B-

B

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与去除前比较*

a

!无数据*

A

"

讨
""

论

本组对红细胞
=

项参数观察显示#两组
+)<

'

+)T

在去

除白细胞和成分制备前后无明显变化#滤过法去除白细胞后

V/3

有轻微升高#离心法成分制备后
V/3

升高明显#与制备

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说明成分制备时对红细

胞的挤压造成红细胞形态改变比滤过去除白细胞过程大#与相

关报道一致(

=

)

*在保存
%EG

内#

V/3

恢复至制备前水平#保

存期
%AJ

内保持相对稳定#说明这种机械和物理挤压造成红

细胞变化是暂时的*在瑞氏染色观察时#异形红细胞以出现圆

盘边缘不规则凹凸的红细胞'椭圆形红细胞'棘球红细胞以及

大小不等的红细胞碎片#也证实了在制备和去除过程中的挤压

造成红细胞形态发生变化*

普通组和去白组比较#去除白细胞后保存期
%EG

至
%AJ

#

V/3

维持相对稳定#说明在去除白细胞过程中#不仅去除了

大部分的白细胞#同时去除了衰老的'体积较大的红细胞#部分

棘形红细胞被滤除#总体
+)'

轻度变小#受挤压的红细胞已

逐渐恢复#红细胞分布宽度降低#棘形红细胞比率减少#成分中

的红细胞更加均匀*故血液经过白细胞滤器时不仅滤除了白

细胞而且滤除了衰老的红细胞#获到相对较旺盛的红细胞*

在整个保存期
%AJ

内红细胞各项观察指标无明显变化#

但
=#J

检测时#

+)T

轻微降低#去白组更为明显#可能与红细

胞滤过损伤和保存损害有关#保存过程中微量的血红蛋白游

离*

V/3

和棘形红细胞百分率有轻微升高#以普通组更为明

显#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可能与保存液中

酸性物质增多#导致红细胞大小变化#普通组含有衰老红细胞#

且白细胞代谢产物对红细胞影响较大*提示保存前滤除白细

胞既可以滤除白细胞#减少白细胞释放的生物活性对红细胞的

损伤#又利于红细胞的保存*保存后期细胞代谢物所致高渗和

红细胞内钾溢出而致细胞内低钾#引起棘形红细胞增多(

E

)

*

虽然白细胞去除对血液成分还有不利的影响#对红细胞参

数指标可能有一过性改变(

#*-

)

*但滤除白细胞后不仅减少了输

血的不良反应#降低输血感染风险#对相关疾病的治疗也有着

积极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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