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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为了保证对血液运输过程的有效控制!建立对人工控温血液运输工具使用前的确认方法%方

法
!

通过改变外环境温度和荷载两个变量!检测不同时间内血液运输箱内的温度!并计算不同情况下运输箱维持预

期温度的时间%结果
!

人工控温的血液运输箱在外环境和荷载不同的情况下!运输箱维持该血液允许温度范围的

时间差异较大"

81"

!

S1"'

#%当外环境温度为
&9i

!红细胞运输箱分别空载$装
#$

袋$

&$

袋生理盐水时维持
&

!

#$i

的时间分别为
"

$

%

和
%1"'

%当其他条件相同!外环境温度在
#"

$

&9

和
9$i

时!红细胞运输箱维持
&

!

#$i

的

时间分别为
S1"

$

%1"

和
"1"'

'当外环境温度在
#$

$

#S

和
9$i

时!血小板运输箱维持
&$

!

&8i

的时间分别为
&1$

$

81"

和
&1"'

'且时间越长!单位时间内温度变化越快%结论
!

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运输箱血液"已达到保存温度#装

量越多和所处外环境温度越接近血液保存温度时!运输箱能使用的时间越长'但外环境温度改变对其运输时间影响

最大!所以确认过程必须考虑不同外环境对运输箱内温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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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血液质量#根据相关标准要求#各类血液均必须在

规定的温度下运输*当血液运输温度偏高或偏低#会增加血液

被细菌污染或红细胞被破坏的风险#因此血液运输工具对温度

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

,

*为确保血液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运

输时#血液温度均能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本文以人工控温

运血箱的确认为例#探讨血液运输工具使用前的确认过程#以

达到对血液运输过程的有效控制*

$

!

材料和方法

$1$

!

材料
!

规格为
%"V

的血液运输箱$分为外接电源控制和

人工控温两类%!一体化注塑箱体#内层聚氨酯发泡且带绝热隔

离垫*经计量合格的水银温度计*生理盐水袋$

&$$KV

)

%$$

KV

%若干*冰袋若干$冷却剂%*

$1/

!

方法

$1/1$

!

运输红细胞类
!

将打开盖子的运输箱和至少
9$

袋

&$$KV

生理盐水袋均在
&

!

%i

的运血冷藏车内放置一定时

间#待其温度达到
&

!

%i

后#将不同数量$

$

袋)

#$

袋)

&$

袋%

的
&$$KV

生理盐水袋放入不同箱子下方#并分别在其内上方

$已与下方物理分隔%放入冰袋作为冷却剂#盖上盖子#分别置

于不同的外环境$

#"

)

&9

)

9$i

%#每隔
9$K;<

检测其内盐水袋

的温度#直至超过
#$i

#计算不同情况下运输箱维持预期温度

的时间*

$1/1/

!

运输血小板
!

将打开盖子的运输箱和两袋
%$$KV

生

理盐水袋均在
&&i

孵箱里放置一定时间(待其温度达到
&$

!

&8i

后#将生理盐水袋放入箱内并盖上盖子#将运输箱分别置

于不同的外环境$

#$

)

#S

)

9$i

%#每隔
9$K;<

检测其内盐水袋

的温度#直到超过
&$

!

&8i

#计算不同情况下运输箱维持预期

温度的时间*

$1/1'

!

不同血液制品可接受的温度范围
!

运输红细胞类温度

应控制在
&

!

#$i

*运输血小板温度应控制在
&$

!

&8i

*

/

!

结
!!

果

/1$

!

人工控温的红细胞运输箱

/1$1$

!

在不同外环境和不同装量的情况下#能维持预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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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长时间$见图
#

%*

图
#

!!

红细胞运输箱维持预期温度最长时间

%不同外环境温度和装量&

/1$1/

!

当外环境温度为
&9i

#运输箱分别空载)装
#$

袋)

&$

袋生理盐水在不同时间内的温度$见图
&

%*

图
&

!!

红细胞运输箱在不同时间的温度%不同荷载&

/1$1'

!

当外环境温度不同时#装量为
&$

袋的红细胞运输箱在

不同时间内的温度$见图
9

%*

图
9

!!

红细胞运输箱在不同时间的温度%不同外环境温度&

/1/

!

人工控温的血小板运输箱!当外环境温度不同时#在不同

时间内的温度$见图
8

%*

图
8

!!

血小板运输箱在不同时间的温度%不同外环境温度&

'

!

讨
!!

论

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完全建立对血液运输工具控制的相

关标准#本文主要结合工作实际和参考国外的一些验证过程及

要求#建立了对血液运输过程关键环节
)

温度控制的确认方

法+

&)9

,

*由于外源性控温的血液运输工具温度较易控制和确

认#且此类运输资源有限#除运血车外#目前国内较多使用非电

源控制的血液运输箱#所以本文主要介绍人工控温血液运输箱

温度控制的确认过程*

本文通过改变外环境温度和荷载两个变量#检测不同时间

内血液运输箱内的温度#直到超过血液要求的运输温度为止*

从图
#

和图
&

可知#在运输箱材质和控温方式相同#而外环境

和荷载不同的情况下#运输箱维持该血液允许温度范围的时间

差异较大$

81"

!

S1"'

%(且当外环境温度相同#血液$已达到保

存温度%装量越多运输箱能使用的时间越长*如环境温度均为

&9i

#红细胞运输箱分别空载)装
#$

袋)

&$

袋生理盐水时维持

&

!

#$i

的时间分别为
"

)

%

和
%1"'

#相差
#1"'

*但从图
9

和

图
8

可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环境温度改变对运输

时间影响最大#当外环境温度接近血液保存温度时#运输箱能

使用的时间越长(反之#则越短*如在装量为
&$

袋
&$$KV

生

理盐水#当外环境温度在
#"

)

&9

和
9$i

时#红细胞运输箱维持

红细胞允许温度范围$

&

!

#$i

%的时间分别为
S1"

)

%1"

和
"1"

'

#相差
9'

(当外环境温度在
#$

)

#S

和
9$i

时#血小板运输箱

维持血小板允许温度范围$

&$

!

&8i

%的时间分别为
&1$

)

81"

和
&1"'

(而且时间越长#单位时间内温度变化越快*提示在实

际工作中必须在确认条件下允许的最长时间内运输$因本单位

装运血箱的车均为空调车#可以对外环境进行一定的控制#所

以本文外环境未设置极端温度%*同时#当因某种原因需要延

长运输时间时#也主要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运输箱所处的外环境

温度来延长保持血液要求运输温度的时间*

除此之外#作者也对血液运输箱其他方面进行了确认#如

是否抗压)光滑)整体密闭防渗漏(是否有以下标志!血液的品

名)血液保存的温度)放置方向)最大承重量(箱体内壁生物学

检测是否未检出致病性微生物和真菌等*且对血液运输人员

进行了专门的培训和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通过以上环节保

证对血液运输过程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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