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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自体血回输在脑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阮国祥!单
!

筠!朱
!

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输血科!浙江杭州
!

!1###!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自体血回输"

cV4/

#在脑外科手术中的临床效果和应用价值!推广其在各种外科大型手术

中的应用$方法
!

选择
2##!

!

2##8

年间脑外科患者
12#

例!术中使用美国
X-+';*+$(<.S+>>E-B+@"

型血液回收仪

对出血进行回收!血液经过过滤%离心%洗涤等处理回输给患者!记录其回收血量和回输血量并进行分析$分别检测

术前和回输后
1)

患者的凝血功能指标!对比输自体血对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结果
!

术中共回收血液
22N!1#

'R

!平均每例回收
18#235'R

&共回输血液
"5#"5'R

!平均每例回输
95631'R

!经处理后回输给患者!未出现
1

例

输血反应!患者术后
1)

未出现凝血功能的显著变化"

!

$

#3#"

#$结论
!

在脑外科手术中应用自体血回输能明显减

少异体血的输注!减少输血反应的发生!节约血液资源$自体血回输后未对患者凝血功能产生影响!一般认为回输

血量大于
12##'R

可考虑相应的干预措施$

"关键词#

!

自体血回输&

!

脑外科手术&

!

血液回收仪&

!

术中回收
!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1562789""

"

2#11

#

#67#N!N7#2

!!

自体血回输$

(*$@-;

?

+@-$(B+-=$;$@-*.A=.(;*

#

cV4/

%按其过

程和原理可分为贮存式
cV4/

,稀释式
cV4/

和回收式
cV4/

)

储存式
cV4/

是指在术前对一般状况良好的患者采集其血液

在输血科保存#在术中或术后再回输给患者)稀释式
cV4/

是

指手术过程中患者经麻醉后预先采集一定量的血液#同时输入

胶体溶液以维持患者血容量#在术后再回输给患者)回收式

cV4/

是指将术中的出血经血液回收仪回收#经处理后再回输

给患者)本院应用回收式对
12#

例脑外科患者进行术中
cV7

4/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3$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2##!

!

2##8

年使用回收式
cV4/

的
12#

例脑外科手术患者进行血液回收)其中男
9N

例#女
62

例#年龄
1"

!

68

岁#手术种类为脑出血
"N

例#脑膜瘤
29

例#脑

肿瘤
29

例#脑动脉瘤
12

例#脑血管畸形
9

例)

$3/

!

血液回收仪
!

血液回收仪为美国生产的
X-+';*+$(<.

S+>>E-B+@"

型#其离心转速为
"5##@

"

'(*

#最小过滤层孔径为

9#

#

'

#一般
"'(*

可处理出浓缩红细胞
22"'R

#回输的红细

胞比容为
5#W

$一般在
9"W

!

5"W

%#游离血红蛋白清洗率,肝

素清洗率均大于
86W

)

$3'

!

方法
!

X-+';*+$(<.S+>>E-B+@"

主要过程为!通过回收

血液入储血器的同时按
1j"

比例加入已配制好的抗凝剂$抗

凝剂为
#38W

生理盐水#

"##'R

加肝素
2"###_

%#经过储血

器多层膜过滤#再通过旋转泵带动离心杯高速离心#将血液按

照其成分的比重大小进行分离#用生理盐水或林格氏液对血细

胞进行清洗#将废弃的血浆,破碎细胞,大部分抗凝剂,血小板,

流离血红蛋白等杂质成分分流到废液袋中#将浓缩的红细胞收

集到血袋中)将收集的血液回输给患者#记录其回收血量和回

输血量进行分析)分别检测术前和回输后
1)

患者的凝血功

能指标#对比输自体血对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

$3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EKEE123#

统计软件#数据以
LOE

表

示#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12#

例脑外科手术应用回收式
cV4/

收集与回输的血量

结果见表
1

#术前与回输后
1)

患者的凝血功能检测结果见表

2

)所有患者
cV4/

量均在
12##'R

以下)

表
1

!

脑外科手术类别与回收血量%

LOE

&

手术类别 回收血量$

'R

% 回输血量$

'R

% 库血输注量$

_

%

脑出血
19##38O192 28"31O2" !3!O#35

脑膜瘤
198"35O1"2 !"!3"O!9 63#O132

脑肿瘤
!#513#O2N" 1##"3NO8N 539O#3N

脑动脉瘤
26163"O26# !N63NO!5 932O#36

脑血管畸形
2#183#O18# "823#O"2 23#O#39

合计
18#235O1N" 95631O92 935O#36

表
2

!

术前和
cV4/

后
1)

凝血功能测定结果比较%

LOE

&

时间
K/

$

.

%

4K//

$

.

%

\]c

$

C

"

R

%

术前
123NO139 !#39O!3N !32O#38

回输后
1) 1!39O23" 2839O!36 23NO#36

!!

注!

!

$

#3#"

)

'

!

讨
!!

论

cV4/

能节约血液资源#有效缓解血液供应与临床需求之

间的矛盾)本院
12#

例脑外科手术共回收血液
22N!1#'R

#

平均每例回收量为
18#235'R

)回输量为
"5#"5'R

#平均回

输量为
95631'R

#其中
!#

例未输注异体血#其中
NN

例共输注

异体红细胞悬液
""5_

#平均每例输注
53!_

)

cV4/

不仅能

大大减少输异体血液或者不输血#从而减少或避免输异体血液

可能引起输血反应#如发热反应,过敏反应,溶血反应等#避免

肝炎,梅毒,艾滋病等输血传播性疾病*

1

+

)

cV4/

还能省略配

血,转运等中间环节#提高急诊抢救患者的成功率#能解决稀有

血型如
IXL

阴性患者手术中出血问题#减轻患者的经济负

担*

2

+

)自体血中的
2

#

!7

二磷酸甘油酸$

2

#

!7LK̂

和三磷酸腺

甘$

4/K

%的含量也高于库血#有较强的携氧能力*

!

+

)

cV4/

的主要禁忌有!败血症患者,血液被严重污染者)

如胃肠道破裂#特别是结肠损伤,开放性创伤,输尿管膀胱破裂

-

N!N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11

年
9

月第
N

卷第
6

期
!

R-GJ+)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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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

T;>3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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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出血#体温在
!Ng

以上#心,肝,肾功能有严重不全者)对

肿瘤患者目前一般不主张应用*

9

+

)一般回收血量在
9##'R

以上才进行处理#否则没有意义)

从表
2

结果中可以看出#

cV4/

的血量小于
12##'R

时#

术前与回输后凝血功能变化没有显著性)有研究表明#术中回

收血液虽然加入一定量的肝素抗凝剂#但是经过离心,洗涤等

处理#能够去除
86W

以上的肝素*

"

+

)但大量输入洗涤后去除

血浆,血小板,凝血因子后的自体血会引起凝血功能异常#因此

当回输血量大于
12##'R

时要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

+

#如补

充清蛋白,血小板,凝血因子,纤维蛋白等)现阶段认为血液回

收仪的过滤,离心,洗涤等步骤并不能完全清除手术过程中术

野血的细菌污染#但是在污染手术中使用
cV4/

技术#并不会

明显增加对术后败血症等感染的发生率#在严重细菌污染的手

术中#不主张使用*

6

+

)

综上所述#

cV4/

在脑外科手术中的临床效果明显#应用

价值大#值得在其他大型外科手术中推广应用)

cV4/

将是未

来输血技术的一种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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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8N2

例幼儿园儿童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状况分析

王
!

艳!马
!

韬!杨
!

雪"四川省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

51##62

#

!!

"摘要#

!

目的
!

初步了解到该院体检的幼儿园儿童
X]T

的感染状况!分析原因!提出应对措施$方法
!

对
!

8N2

例儿童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aRcE4

#检测血清乙肝标志物$结果
!

乙肝表面抗原"

X].4

C

#阳性率为
#3!W

"

12

'

!8N2

#!乙肝表面抗体"抗
7X].

#阳性率为
5!395W

"

2"28

'

!8N2

#!两对半全阴性儿童
19!8

例!占
!5319W

&无论

单一乙肝标志物还是乙肝
"

项不同模式比较!男%女儿童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

#$结论
!

体检的幼儿

园儿童
X]T

携带率远低于我国成人
X]T

携带率!男%女儿童在感染
X]T

%获得免疫力或无免疫力方面均无统计

学意义$

"关键词#

!

儿童&

!

乙肝标志物&

!

乙型肝炎
!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1562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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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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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病毒性肝炎的高发区#特别是乙型病毒性肝炎$简

称乙肝%#不仅人群感染率高#传染性极强#并且易转变为慢性

肝炎#部分病例可演变为肝硬化甚至原发性肝癌)在以往的统

计中#我国乙肝表面抗原$

X].4

C

%携带者高达
1#W

左右#农村

高于城市*

17!

+

)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大力推行

了儿童乙肝主动免疫工作)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来本院检查的

!8N2

例幼儿园儿童乙肝病毒$

X]T

%感染状况#积累本市儿童

感染
X]T

的临床资料#为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

施提供流行病学依据)

$

!

临床资料

$3$

!

一般资料
!

2##N

年
1

月至
2#1#

年
1

月来本院体检的

!8N2

名幼儿园儿童#年龄
2

!

5

岁#平均
9

岁#其中男
1N"2

例#

女
21!#

例)

$3/

!

仪器与试剂
!

乙肝两对半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洗板机为奥地利
4*$%;.\>=();

型)酶标仪为上海

科华试验系统公司
0X]./7!5#

型)

$3'

!

检测方法
!

每个儿童均采集静脉血约
2'R

)采用上海

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乙肝固相免疫试剂盒)所有实

验均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和判读结果)

$31

!

统计学方法
!

计数资料采用
"

2 检验#

!

#

#3#"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X].4

C

阳性率为
#3!W

$

12

"

!8N2

%(抗
7X].

阳性率为

5!395W

$

2"28

"

!8N2

%(两对半全阴性儿童
19!8

例#占

!5319W

)

/3/

!

乙肝两对半各项标志物阳性率见表
1

)每一标志物男,

女儿童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3'

!

乙肝不同模式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2

)不同模式中男,女

儿童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表
1

!

!8N2

例儿童乙肝两对半各项指标阳性率比较)

(

%

W

&*

项目
( X].4

C

抗
7X]. X]+4

C

抗
7X]+

抗
7X]<

男
1N"2 "

$

#326

%

118"

$

593"2

%

!

$

#315

%

N

$

#39!

%

1"

$

#3N1

%

女
21!# 6

$

#3!!

%

1!!2

$

523"9

%

!

$

#319

%

12

$

#3"5

%

21

$

#388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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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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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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