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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临床输血不良反应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分析其临床特点和预防控制措施&方法
!

选择

-00

例输血不良反应患者作为观察组!选择同期进行输血治疗且未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患者
--0

例为对照组&观

察输血不良反应的分布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

输血不良反应主要为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占
1@/00̂

"

1@

#

-00

%!过敏

反应占
?1/00̂

"

?1

#

-00

%!溶血性输血反应及其他不良反应未发生$两组在输血类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观察组中输血次数大于或等于
;

次及发血至开始输血时间间隔大于或等于
0/?E

!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

为
ZZ/00̂

"

ZZ

#

-00

%和
?-/00̂

"

?-

#

-00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临床输血存在一定

风险!输血类型'输血次数和发血至开始输血时间等是患者输血不良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合理选择血液成分!严格

掌握输血适应证!加强各个输血环节的质量控制!严格临床输血操作!以降低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患者输血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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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临床治疗-抢救患者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治疗手段*

但血液成分复杂#患者机体具有差异性#输血治疗后果具有不

可预知性#因此#输血存在一定的风险#容易出现发热-过敏等

输血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

-7.

,

*本研究旨在探讨临床输血

不良反应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其特点和临床预防控制措施#以

减少输血不良反应发生#提高输血的安全性#避免严重不良反

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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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0-.

年
A

月至
.0-?

年
;

月于本院发生

输血不良反应患者
-00

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1Z

例#女
?.

例%

年龄
-B

"

AZ

岁#平均$

?@/;ZYA/1@

&岁*选择同期进行输血

治疗且均未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患者
--0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A

例%年龄
-B

"

AB

岁#平均$

?@/?-YA/A0

&岁*两组

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具有

可比性*

$//

!

方法
!

本次研究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观察并比较两组

患者在发生输血过程中或输血结束后
.1E

内的输血不良

反应*

$/'

!

判断标准
!

$

-

&输血反应!根据卫生部.临床输血技术规

范/及.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

.

&发热反应!输血前体

温正常#输血中或输血后
-

"

.E

或更长时间内体温上升
-W

以上#排除其他因素导致的体温升高*$

;

&过敏反应!患者在输

血中或输血后出现皮肤潮红-瘙痒-荨麻疹-血管神经性水肿#

呼吸困难-支气管痉挛-胸闷等症状及过敏性休克+

;71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XX-B/0

统计软件处理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
H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相关分析采用多因素
+D

%

:#$:G

回

归*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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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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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血液制品引起输血不良反应结果比较
!

非溶血性发

热反应发生率为
1@/00̂

$

1@

"

-00

&#过敏反应为
?1/00̂

$

?1

"

-00

&#未见溶血性输血反应及其他不良反应发生*见表
-

*

///

!

两组输血不良反应相关危险因素比较
!

两组在输血类型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观察组输血次数大于或

等于
;

次及发血至开始输血时间间隔大于或等于
0/?E

的输

血不良反应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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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输血不良反应相关危险因素的
+D

%

:#$:G

回归分析
!

输血类型-输血次数和发血至开始输血时间间隔等与患者输血

不良反应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见表
;

*

表
-

!

各种血液制品引起输血不良反应结果比较%

,

'

类型 发热反应 过敏反应 合计

新鲜$普通&冰冻血浆
-A .@ 1;

冷沉淀
-? -@ ;-

悬浮红细胞
-- Z -B

机采血小板
; ; @

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
0 - -

合计
1@ ?1 -00

表
.

!

两组输血不良反应相关危险因素比较(

,

%

^

')

组别
,

输血类型

血浆类 冷沉淀类 红细胞类"血小板类"白细胞类

输血次数

*

.

次
&

;

次

发血至开始输血时间间隔

%

0/?E

&

0/?E

对照组
--0 .-

$

.-/00

&

.A

$

.A/00

&

?.

$

?./00

&

?;

$

1Z/-Z

&

1A

$

?-/Z.

&

A@

$

@B/0B

&

.1

$

;0/B-

&

观察组
-00

1-

$

1-/00

&

+

;-

$

;-/00

&

.Z

$

.Z/00

&

+

-.

$

-./00

&

+

ZZ

$

ZZ/00

&

+

1B

$

1B/00

&

+

?-

$

?-/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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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0/0?

*

表
;

!

两组输血不良反应相关危险因素的

!!

+D

%

:#$:G

回归分析

变量
!

D3 -(?A " R8

$

B?̂ &$

&

性别
-/-0Z 0/?- -/;Z 0/.0 -/-0B

$

-/011

"

-/-B.

&

年龄
-/-.@ 0/@B -/?A 0/-Z -/-.0

$

-/0Z;

"

-/.0A

&

输血类型
-/?0; 0/ZZ -/B. 0/0- -/1-@

$

-/.?Z

"

-/B;;

&

输血次数
0/ZB. 0/B0 ./-. 0/0; -/;ZA

$

-/.1A

"

-/AZ1

&

发血至开始输血

时间间隔
-/;.0 -/0@ -/ZZ 0/01 -/?0-

$

-/..@

"

-/B;Z

&

'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院输血不良反应主要是非溶血性发热

反应和过敏反应*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原因主要是由同种异体

白细胞引起免疫反应#产生白细胞抗体#再次输血可发生抗原

抗体反应#促使白细胞溶解#导致致热源释放而引起发热反应*

输血性过敏反应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患者为过敏体质#输入血液

中含有患者敏感的反应原*血浆中含血浆蛋白-血浆蛋白衍生

物等物质易引起发热及过敏反应*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输

入血浆类数量明显多于对照组$

"

%

0/0?

&#提示输注血浆患

者#发生输血不良反应概率较高*随着输血次数的增加#输血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升高*主要由于多次输血也导致患者机体

产生同种异型抗体#再次治疗时输入的血液含有相应的抗原#

易发生抗原抗体反应#导致过敏反应+

?7A

,

*本研究发现#随着血

液储存时间的延长#出现不良反应概率增加#主要由于血液离

开冷链保持环境较久#血液在贮存期间白细胞活化后释放白细

胞介素和肿瘤坏死因子等细胞因子#可导致非溶血性发热反

应*多因素
+D

%

:#$:G

回归分析也证实#输血不良反应与输血类

型-输血次数和发血至开始输血时间等相关$

"

%

0/0?

&*

输血不良反应的主要预防控制策略首先是在输血前详细

询问受血者的输血史及过敏史#了解患者的相关疾病#严格掌

握输血适应证%在输血过程中加强对患者生命体征-临床表现

的观察#若患者出现输血不良反应或异常情况#及时停止输血#

并进行详细记录*进行输血时首先使用自体血%应用异体血时

选择成分输血#根据不同患者的临床需要进行相应的血液制品

输注#不仅可节约用血#还能够提高疗效#最大限度防止或降低

输血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在输血过程中也要加强血液离

库后的过程管理#以减少或避免发生输血不良反应*提高相关

医务人员输血知识水平#在输血过程中加强输血安全管理#建

立监控体系#及时处理患者输血不良反应#并观察患者恢复情

况#分析不同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

措施#以减少输血不良反应的风险及发生#保障临床输血

安全+

Z7B

,

*

综上所述#临床输血存在一定风险#输血类型-输血次数和

发血至开始输血时间等是患者输血不良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合理选择血液成分#严格掌握输血适应证#加强各个输血环节

的质量控制#严格临床输血操作#以降低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

提高患者输血安全性*

参考文献

+

-

, 路国强#何有云#申红英#等
/-.10@

例输血患者临床输血

不良反应调查分析+

8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0-1

#

.1

$

..

&!

;;-;7;;-?/

+

.

, 武杨屏#戚少兰#王有芬
/@-

例输血不良反应病例的回顾

性分析+

8

,

/

临床输血与检验#

.0-1

#

-@

$

.

&!

-@@7-@A/

+

;

, 蒋慧#王芳
/

郑州地区门诊输血患者输血反应分析及风险

管理+

8

,

/

中国现代医生#

.0-1

#

?.

$

?

&!

-0B7---/

+

1

,

X&EHX

#

)"LF&$&Q

#

R"'L&4

#

"$&F/4(5"'#""5"9$#'"F&$7

"($D2FDD($'&9#IH#:D9

+

8

,

/P9(:&9849&"#$E

#

.0-1

#

?Z

$

?

&!

?1;7??-/

+

?

, 李彦锋#周翼#蒋志敏#等
/;.

例非溶血性输血不良反应分

析+

8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1

#

;?

$

@

&!

ABB7Z00/

+

@

, 高烽华#夏永刚#于艳文#等
/A@

例输血患者临床输血不良

反应情况调查+

8

,

/

临床血液学杂志#

.0-1

#

.A

$

1

&!

;0Z7

;-0/

+

A

, 汪德清
/

临床输血风险及应对策略+

8

,

/

中国临床医生杂

志#

.0-1

#

1.

$

--

&!

-7?/

+

Z

, 王广杰#陈洁#马晓露#等
/

大连市某院
.0-.

年临床输血

不良反应回顾性分析+

8

,

/

中国输血杂志#

.0-1

#

.A

$

@

&!

@1.7@1;/

+

B

, 廖群#刘晓玲
/

重庆某院临床输血不良反应特点及预防措

施分析+

8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1

#

--

$

-B

&!

.@?17.@??/

$收稿日期!

.0-?70;7-@

!!

修回日期!

.0-?70A7-0

&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2Q"(,F:9

!

8&9H&'

6

.0-@

!

RDF/-;

!

S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