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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驻内地医院血库储血量的探讨及建立

黄
!

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分院检验科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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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为满足临床紧急用血需求!血库须建立合理的库存量%方法
!

将该医院
5

年来的用血量数据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算月用血均值和标准差!取置信水平
$'%%

!得
3

&

Q

&

N

&

3Q

各型血液月用量的单侧置信下限!推

算周用量下限%结果
!

3

&

Q

&

N

&

3Q

各型血液月用量的单侧置信下限分别为
#5',%

&

##'%5

&

#+'(&

&

)'5(

#推算周用量

下限分别为
)'5

&

&'+

&

5')

&

$'+

%结论
!

该医院每周
3

&

Q

&

N

&

3Q

各型血液合理的库存量分别为
)

&

)

&

5

&

#g

%

"关键词#

!

血量分析#

!

合理库存量#

!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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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是人类的宝贵资源#缺血会导致患者生命安全#血液

保质期短#保存时间延长会引发凝血功能及各项生化指标的改

变#影响血液质量#血液库存的本质就是在过剩与短缺之间调

整#寻求平衡点+

#

,

)本院隶属西藏#驻地成都#原只接待从西藏

回内地的各级领导群众#

&$$(

年在中央支持下医院扩建完成

重新对外开业)在医院业务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医院血库储血

工作已成当务之急#现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各型

血液用血情况作一统计学分析#以便从理论上探讨各型血液的

合理库存量)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
5,

个月
3

*

Q

*

N

*

3Q

各型血液$全血和红细胞悬液&每月实际用量#见表
#

)

$'/

!

方法
!

所有用血量以单位$

g

&计算#

#g

红细胞悬液为

&$$-/

全血分离所制备#

&$$-/

全血为
#g

)应用
!I@:C

软

件#分别计算
5,

个月
5

种血型血液月用量均值和标准差)采

用
>

分布表和区间估计方法#计算每种血液月用量的单侧置信

下限#推算周用量下限)

/

!

结
!!

果

&$$+

!

&$##

年每月用血量见表
#

)表
#

中
5,

个月合计有

)&)&g

红细胞悬液和全血使用)每年月均值数值差异大#故

未考虑用单一年份推算合理血液库存量#而是采用了比较保守

的做法#使用了
5

年的月均值来估算每月合理库存量#以期达

到库存血制品全部用出)以
3

型血为例#计算得
5,

个月
3

型

血月均值
H

3

X&#'5*

#标准差
2

3

X#*'$

)取置信水平
$'%%

#查

>

分布表#根据插值法得
>

$'$#

$

55

&

X&'*#(

#由统计学区间估计

方法得
3

型血月用量的单侧置信下限.

H

3

K>

$'$#

$

55

&

S2

3

"

槡5,/

X#5',%

)每月如按
)$E

算#每周
*E

#可得
3

型血周用

量下限为
*

"

)$S#5',%X)'5

)对
Q

型血*

N

型血*

3Q

型血可

做类似计算#结果见表
&

)为使进入血库的
3

型血能在
*E

内

发出#

3

型血合理库存量应小于
)'5g

#

Q

*

N

*

3Q

型血依照同

样道理#每周储血量考虑为
3

型血
)g

#

Q

型血
)g

#

N

型血
5

g

#

3Q

型血
#g

)

表
#

!

&$$+

!

&$##

年每月用血量%

g

&

月份
3

型

&$$+

年
&$$%

年
&$#$

年
&$##

年

Q

型

&$$+

年
&$$%

年
&$#$

年
&$##

年

N

型

&$$+

年
&$$%

年
&$#$

年
&$##

年

3Q

型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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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年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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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

年%

5,

月&各血型血液用量分析%

g

&

血型 月均值 标准差 月用量下限 周用量下限

3

型
&#'5* #*'$$ #5',% )'5

Q

型
#*'+# #5',# ##'%5 &'+

N

型
&('5) #%'&+ #+'(& 5')

3Q

型
,'%* ('#% )'5( $'+

'

!

讨
!!

论

血液库存是一个易腐品库存管理的典型#易变质物品的库

存控制目前研究较少+

#

,

#对血制品的最优库存大家都在摸索之

中)虽然从血液中心取回的血液制品效期可达
),E

#但有研究

显示血制品的存放时间在输血后的免疫抑制中起重要作用#静

脉滴注的血液保存时间越长#输血后感染的风险越高+

&

,

)从血

液中心取回的血液一般已在血液中心储存
*

!

#$E

#为了尽可

能让患者使用较新鲜的血液#同时减少血液的报废#进入血库

的血液最好能在
#

周内用完+

)

,

)根据本院实际用血情况#

3

*

Q

*

N

*

3Q

各型血每周库存量分别为
)

*

)

*

5

*

#g

)如有紧急用

血而库存不足时仍派车到血液中心取血#因
#>

内血液可取

回#仍然可以满足临床用血需要)

本院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接收的大部分患者都来自西藏

地区#虽然有冬天患者出藏#夏天患者进藏的规律#但从近
5

年

的用血量分析每年的用血量小#用血无明显规律#因此做好往

年血量使用分析尤为重要)不仅要根据往年平均用血量统计

预测储血量#还要注意结合往年同月份的输血量*本周病床使

用情况及择期手术患者的贫血程度和出血风险进行储血#如果

单以某年的数据或凭经验和感觉进行库存量的推断都有可能

导致库存过多或者过少)血库储血量的建立有利于医院做出

合理的临床用血计划#也可避免因不储血影响急诊治疗或储血

过多造成血制品过期报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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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抗凝血测定红细胞沉降率的探讨

廖继成"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对比肝素和枸橼酸钠两种抗凝方式对测定红细胞沉降率的影响!以及用肝素抗凝血测定红细

胞沉降率的可行性%方法
!

对
#$$

例患者分别用一次性真空血沉管"枸橼酸抗凝$和肝素抗凝法对比测定红细胞沉

降率%结果
!

枸橼酸钠抗凝血测定红细胞沉降率结果比肝素抗凝血低!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肝素抗凝血对红细胞沉降率有明显加快作用!测定结果约为枸橼酸抗凝法的
#'+

倍%

"关键词#

!

肝素#

!

红细胞沉降率#

!

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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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血液流变学检测时#一般都附带有红细胞沉降率

$

!Ò

&指标)所谓
!Ò

#简称血沉#是指抗凝血置于特定血沉

管中红细胞在一定时间内沉降的距离$

--

&

+

#

,

)虽然特异性不

高#但作为一项传统而又应用范围比较广的古老的实验参数#

仍被认为是炎症急性时相反应的可靠检测指标之一)在许多

实验室进行血流变学检测时#为了省事或是说为了减轻患者痛

苦*减少抽血量#就用同一肝素抗凝血进行
!Ò

和血液流变学

测定)还有部分实验室抽血时#由于真空血沉管内径小#颠倒

混匀不充分#凝集情况比肝素抗凝管多见#将就用肝素抗凝血

进行
!Ò

检测)本文对比分析了枸橼酸钠和肝素两种抗凝方

式对标本测定结果的影响#以及用肝素抗凝血测定
!Ò

的可

行性)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共
#$$

例#其中男
5,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

!

仪器与器材
!

/T4!m>4(5

型血沉仪#北京中勤世帝公司

提供)肝素及枸橼酸钠抗凝真空管#汕头市金丰医疗器械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

$''

!

方法
!

按操作规程#用一次性真空血沉$枸橼酸钠抗凝&

管进行
!Ò

测定#同时用测定血液流变学的肝素抗凝血加入

血沉管进行测定)

/

!

结
!!

果

肝素能明显加快
!Ò

的速度#肝素抗凝法红细胞沉降率

为$

)#'*(Y,',+

&

--

#枸橼酸抗凝法测定结果为$

#+'&Y#'5,

&

--

#肝素抗凝法约为枸橼酸抗凝法的
#'+

倍#两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

'

!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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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测定是常用的检验项目#在临床应用上虽缺乏特异

性#但因操作简便#对某些疾病预后判断及良恶性肿瘤的鉴别

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对感染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

生*发展*疗效观察和预后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

,

#故仍为临床

所接受)

肝素为常用的抗凝类物质#应用广泛#其成分为多糖类#具

有糖类物质带负电的特性#从而改变红细胞表面及血浆蛋白质

的静电平衡#加快红细胞聚集#导致
!Ò

加快)如果均采用肝

素抗凝血进行测定#由于和国际推荐的
L:;<:A

.

:A-

法有明显

差异#必须建立相应的正常参考范围+

)

,

)也有报道认为将血沉

仪倾斜
#+j#+c

进行测定#进行一定的较正#其结果符合国际推

荐法#相对省时方便#需求血液标本量少#为一种较理想的测试

方法+

5

,

)

直接采用测定血液黏度的肝素标本时#应注意倒掉商品化

血沉管里面的枸橼酸钠抗凝剂#否则会使结果更加加快)而且

对血细胞比容测定有影响+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肝素抗凝血对

!Ò

有明显加快作用#测定结果约为枸橼酸抗凝法的
#'+

倍)

临床上采用肝素治疗的患者#进行
!Ò

测定时医生要对其结

果进行鉴别分析)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0:E"C78

!

U=8D=A

H

&$#&

!

V6C'%

!

W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