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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临床发生的输血不良反应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有效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措施%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集至该科的输血不良反应回报单进行统计和分析!记录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情况%结果
!

在
*!/.*

例输血

患者中发生输血不良反应
#!)

例!总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

%输注冷沉淀的不良反应率发生最高!为
#,%.-

!全血次之!

为
$,")-

!悬浮红细胞为
$,**-

!冰冻血浆为
$,!%-

!血小板为
$,%.-

!滤白红细胞和洗涤红细胞均为
$,$$-

%输血次数
#

$

%

$

!

$

'

*

次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

$

$,%.-

$

$,))-

$

#,%*-

!不同输血次数引起的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H

&

$,$"

#%有输血史者占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
)$,%+-

%输血不良反应中以非溶血性发热反应最多见!占
)%,"$-

!其

次为过敏反应!占
!!,$+-

%结论
!

输注去除白细胞血制品能有效降低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特别是需要多次输血的患者!应输

注去除白细胞的血液成分!以降低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

关键词"输血'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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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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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

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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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输血犹如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有利方面如抢救大

出血'纠正贫血'改善凝血功能等#但在治疗患者的同时也产生

了短期或长期的不良反应如溶血性输血不良反应'非溶血性发

热反应'过敏反应'输血后紫癜'移植物抗宿主病'感染经输血

传播的传染病等(

#4#$

)

#为了能深入了解临床输血不良反应的发

生情况#寻找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方法#作者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输血患者输注各种血制品的输注

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统计#以探讨临床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特

点及原因等并提出相对应的预防措施#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接受血

液制品输注治疗的患者
*!/.*

例#其中发生输血不良反应
#!)

例$

$,!#-

%*患者年龄
#A

至
/+

岁&男
))

例#女
.$

例&有输血

史
/%

例*

.$

例女性患者中有生育史
)"

例#无生育史
"

例*

?,@

!

输注血液制品成分
!

包括悬浮红细胞'过滤白细胞的悬

浮红细胞$滤白红细胞%'冰冻血浆'血小板$包括新鲜和冰冻

的%'冷沉淀'全血'洗涤红细胞等*

?,A

!

各种成分血制品输注适应证

?,A,?

!

悬浮红细胞
!

用于慢性贫血'急性出血或手术失血患

者等*

?,A,@

!

滤白红细胞
!

用于
%

次以上输血患者'有妊娠史输血

患者等*

?,A,A

!

冰冻血浆
!

用于凝血因子缺乏患者如肝病'血友病等*

?,A,B

!

血小板
!

用于血小板减少'血小板功能障碍和血小板

稀释性减少患者等*

?,A,E

!

冷沉淀
!

用于各种凝血因子缺乏病患者*

?,A,F

!

全血
!

用于急性大量血液丢失可能出现低血容量休克

的患者或患者存在持续活动性出血等*

?,A,Q

!

洗涤红细胞
!

用于输入全血或血浆后发生过敏反应患

者#肝'肾功能障碍需要输血患者#自身免疫性溶血性患者和反

复输血或妊娠产生抗体引起输血发热反应的患者*

?,B

!

输血不良反应观察
!

输血科在发放血液制品给临床患者

的同时附带发放一份/输血记录单0*将患者输血的全程情况

记录在/输血记录单0上#保存于病历中*输血后如有临床输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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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的患者由其管床医生和护士共同填写/输血不良反应

回报单0#内容包括患者资料'输注血液制品成分'输血不良反

应类型$如发热'过敏等%和临床对应治疗等*并在
%*E

内将

该单送到输血科#输血科对/输血不良反应回报单0内容进行梳

理#有疑问的地方及时电话联系相关医生'护士进行调查#完善

相关资料*

?,E

!

统计学处理
!

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

% 检验*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一般情况
!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有输血

史
/%

例*

))

例男性患者中有输血史
*"

例&

.$

例女性患者中

有生育史
)"

例#无生育史
"

例*

#!)

例患者中有免疫史者
##$

例#占
/$,//-

#提示免疫反应是输血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

@,@

!

输注各种血液制品成分与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关系
!

#!)

例患者中以输注冷沉淀不良反应率发生最高#为
#,%.-

#

全血次之#为
$,")-

#悬浮红细胞为
$,**-

#冰冻血浆为

$,!%-

#血小板为
$,%.-

#滤白红细胞和洗涤红细胞均为

$,$$-

*输血不良反应中以非溶血性发热反应最多见#占

)%,"$-

#其次为过敏反应#占
!!,$+-

#未发生溶血反应*见

表
#

*

表
#

!!

输注各种血液制品成分与输血不良反应

!!!

发生率的关系

血液制品

成分
%

非溶血性

发热反应

过敏

反应

溶血

反应
其他 合计

发生率

$

-

%

冷沉淀
!#* # ! $ $ * #,%.

全血
#/$ $ # $ $ # $,")

悬浮红细胞
%$%%+ ). #+ $ * +$ $,**

冰冻血浆
#$+)/ #! %$ $ % !" $,!%

血小板
%#+/ * % $ $ ) $,%.

滤白红细胞
+/!. $ $ $ $ $ $,$$

洗涤红细胞
#*/ $ $ $ $ $ $,$$

合计
*!/.* /" *" $ ) #!) $,!#

发生率$

-

%

c )%,"$ !!,$+ $,$$ *,*# c c

!!

c

!无数据*

@,A

!

输血次数与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关系
!

输血次数越

多#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越高*不同输血次数输血不良反应发

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表
%

!!

输血次数与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关系

输血次数
%

反应输血不良$

%

% 反应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H

&

$,$"

#不同输血次数两两比较*

A

!

讨
!!

论

凡是在输全血'成分血过程中或以后'受血者发生了新的

症状或体征'不能用原来的疾病进行解释者均属于输血不良反

应*输血不良反应主要包括溶血反应'非溶血性发热反应'过

敏反应'移植物抗宿主病'输血后紫癜'非心源性肺水肿及大量

快速输血反应等*随着血型检测技术的发展#仔细核对血型'

严格交叉配血'输血前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等血型不合所致的

溶血反应已大幅度减少#但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和过敏反应仍较

常见*因此降低二者发生率成为目前降低输血不良反应主要

的研究对象*

从表
#

可见#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输血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
$,!#-

#低于相关文献报道的
#-

!

#$-

(

##

)

*

作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国家加强了对临床输血的投入#严格制定

相关法律法规和临床医生对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的日益重视#严

格掌握输血的各种适应证'大力推广成分输血和输注过滤白细

胞成分血#且做到能不输者尽量不输#必须输者尽量减少次数

输有很大关系*同时输血科在接到临床输血申请后应用先进

的微柱凝胶法进行血型鉴定'做好配血前的抗体筛选和严格的

交叉配血#避免了一些弱反应而引起受血者产生相关抗体#从

而降低患者再次输血而引起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表
#

还显

示#患者输注冷沉淀不良反应发生率最高#为
#,%.-

*可能原

因有
%

点!$

#

%冷沉淀富含各种凝血因子#而凝血因子的本质为

蛋白质#蛋白质又是重要的致敏原#这与表
#

中显示的冷沉淀

致输血不良反应主要类型为过敏反应相符&$

%

%冷沉淀往往需

要多人份'大剂量使用#这也增大了白细胞系统同种免疫的发

生频率(

#%

)

*基于以上因素#又由于冷沉淀纯度不高#且在体内

的生物半衰期仅为
#$E

#长期应用还会产生相关凝血因子抗

体#从而产生免疫反应和输注无效*据文献报道#在国外冷沉

淀正在被逐渐淘汰#代之的是单一凝血因子的浓缩制剂或基因

重组产品#这些产品效果普遍好于冷沉淀#但成本较高#在发展

中国家并不能被广泛应用#而在发达中国家已被广泛应用(

#%

)

*

从表
#

可见#患者输注全血不良反应发生率位列第
%

位#为

$,")-

*输注全血的
#/$

例患者皆是急性大量失血和持续活

动性出血患者#发生过敏反应
#

例#作者认为主要由于全血是

各种血液成分的混合物#其中白细胞'血小板和血浆蛋白等皆

较易使患者产生过敏反应*同时又由于单一成分缺乏的贫血

患者输注全血可引起循环超负荷而发生心力衰竭#也造成了血

液资源的浪费#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因此在临床应用上全血已

很大程度上减少#代之的是成分血*本次调查发现有输血不良

反应者多为有妊娠史和输血史#二者占输血不良反应的

/$,//-

#提示免疫反应是输血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且随着

患者输注血液的次数增多#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越高*

据国内文献报道#目前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类型主要是非

溶血性发热反应和过敏反应#本研究结果与文献报道相一致#

二者占输血不良反应的
+","+-

*目前统一观点认为发生非

溶血性发热反应的发生机制!$

#

%多次接受输血'妊娠#体内产

生粒细胞抗体'人白细胞抗原$

&L5

%抗体或血小板抗体引起

免疫反应成为发热原因之一&$

%

%血制品中含有一定浓度的细

胞因子如白介素$

ML

%

4#

'

ML4)

'

ML4/

'肿瘤坏死因子
$

'重组人正

常
6

细胞表达和分泌因子$

W5Q6R\

%等$其量与血制品中具

有活性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呈正相关%#这些细胞因子引起一系

列反应#刺激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使其上调而引起发热反应&

$

!

%多次妊娠献血者血中含有白细胞凝集素#其能与受血者白

细胞产生免疫反应#造成白细胞破坏后释放内源性致热原而出

现发热反应&$

*

%输血器具中含有致热原#输入受血者体内造成

发热#这种现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采用无热原技术配

制血液保存液#清洗和消毒采血和输血器具后热原质引起的输

血发热反应已基本上消失*而过敏反应多见于有过敏史和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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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输血的受血者*各种血液成分#尤其是新鲜冰冻血浆在制备

及储存过程中白细胞活化产生生物活性物质如白三烯'组胺'

嗜酸性趋化因子和髓细胞过氧化物酶等#这些物质的释放可引

起过敏反应*此外受血者有免疫球蛋白缺陷时多次输血可产

生免疫球蛋白抗体#从而引起严重过敏反应*近年来研究证明

细胞因子如
ML4#

'

ML4)

'

ML4/

等也可引起过敏反应*过敏反应

临床表现轻重不一#除对症治疗外有过敏史的受血者不宜输用

有过敏史和多次妊娠女性献血者的血浆#可输注洗涤红细胞来

避免或在输血前可使用苯海拉明等抗组胺药*必须注意的是

切忌将任何药物直接加入血液制品中一同输注*

非溶血性发热反应与供血者血中白细胞数量有关#有研究

表明当输入的白细胞小于
"`#$

)

"输注单位时同种免疫不会

或很少发生*据相关文献报道去除血液或血液成分中的白细

胞有以下临床意义!$

#

%降低非溶血性发热反应&$

%

%延缓
&L5

同种异体免疫反应&$

!

%预防血小板输注无效及器官移植困难&

$

*

%防止巨细胞病毒等的传播&$

"

%减轻免疫系统的抑制&$

)

%降

低术后感染率&$

.

%减少库存血细菌数量#预防细菌生长&$

/

%降

低肿 瘤 复 发&$

+

%减 少 输 血 相 关 性 移 植 物 抗 宿 主 疾 病

$

65IP&[

%&$

#$

%预防缺血再灌注损伤和输血性肺微血管栓

塞等*临床实践表明白细胞过滤器去除白细胞率高达
++,+-

#

红细胞回收率大于
+!-

#红细胞形态基本无改变'损伤小#血

浆中钾钠离子水平'

'

&

值及血浆游离血红蛋白在过滤前后均

无明显变化#红细胞损伤小#可以安全输注#成为预防非溶血性

发热反应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由于生物活性物质如白三烯'

组胺'嗜酸性趋化因子和髓细胞过氧化物酶等#细胞因子如
ML4

#

'

ML4)

'

ML4/

等皆能引起过敏反应#而这些物质皆由白细胞产

生#因此去除白细胞#又能或多或少减低过敏反应发生率*这

与本研究结果显示的输注滤白红细胞和洗涤红细胞未发生输

血不良反应相一致*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多发生于反复多次输

血患者#首次输血患者极少发生*国外诸多医院对既往有二次

以上输血发热反应的患者常规使用去除白细胞血液制品*我

国尚未能普及#因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总之#为避免由输血引发的不良反应#能不输血者尽量不

输#必须要输者尽量少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开展自体

输血#对
%

次以上输血患者应输注滤白红细胞#以降低输血不

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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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因突变的检测将在以

后的实验室检测中占重要地位*

总之#对不明原因持续高热#肝'脾及淋巴结肿大#外周血

细胞二系或三系降低患儿均应进行
&L&

一系列相关检查如

肝功能'血脂'血凝'细胞免疫学及骨髓细胞形态学等以进行初

步诊断和判断预后#有条件者应进一步进行分子生物学检测以

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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