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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价不同制备工艺对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结果的影响&方法
!

使用同一厂家的一次性使用滤

除白细胞型血袋!分别对全血采集后室温
(I

内和
(

!

0f

冷藏
(I

后的全血进行过滤!比较过滤时间'过滤损失血

量'红细胞比容"

SNG

$'红细胞容量'白细胞残留量'游离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溶血率等指标&结果
!

采集后室温

(I

内及在
(

!

0f

冷藏
(I

后对全血进行过滤!过滤时间'过滤损失血量'红细胞容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SNG

'白细胞残留量'游离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溶血率的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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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应选用室温
(I

内的血液进行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的制备&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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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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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是使用一次性去白细胞血袋过滤全

血后制备而成#在临床输血治疗中较为常用+可显著降低非溶

血性发热反应,同种异体免疫反应,血小板输注无效,免疫抑

制,移植物抗宿主病及病毒感染等输血相关疾病的发生)

'

*

+在

制备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过程中#国内采供血机构主要采用全

血冷藏后进行过滤$冷血过滤&或全血未经冷藏直接过滤$热血

过滤&

(

种制备工艺#但是这
(

种制备工艺对去白细胞悬浮红

细胞质量究竟有何影响#却少见文献报道+因此本文对目前常

规使用的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制备工艺流程进行分析和评价#

为优化制备流程#进而保证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的质量提供理

论和实践基础+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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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采用费森尤斯$卡比&生产的
*++:"

一次性使用

滤除白细胞型血袋$批号
1@SY(-c2++

&+

$)/

!

仪器与试剂
!

离心机$

S/&25S/

#

5#-

&#滤白柜$

38;8B

FC;DN

#

$̂ 5B0+

&,血浆分浆夹,热合机,无菌接管机,全自动血细

胞分析仪$

$.U>!/5

#

520(+

&,显微镜$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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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GG7

血细胞计数盘#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Z,'++

&#计重

秤$

25%

型&+

&K9P

白 细 胞 稀 释 液 $北 京 瑞 尔 达#批 号

'@+0+1

&#血浆游离血红蛋白试 剂 盒 $北 京 瑞 尔 达#批 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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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

'

&在一次性使用滤除白细胞型四联血袋的质控

抽检检查过程中#按成分制备的悬浮红细胞的规格尺寸#分别

截取白细胞滤器及管路,血袋空袋#称重后记录+$

(

&使用一

次性使用滤除白细胞型四联血袋采集足量的全血
*++:"

#采

集完毕后#由采血人员在采血袋上注明采血时间#将采集的血

液分为
(

组!

2

组$

@+

袋&#将采集的血液置放于室温$

(+

!

(@

f

&%

^

组$

@+

袋&#将血液置放于
(

!

0f

冰箱中贮存+$

,

&血液

回站后#对每袋全血称重后于
*f

滤白柜进行过滤#对照采血

袋上注明的采血时间#均保证室温保存的全血在血液采集
(I

内进行过滤#

(

!

0f

保存的全血在
(I

后进行过滤#同时记录

血液起始过滤时间及过滤所用时间+使用同一离心机和离心

条件进行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的制备#分别对滤器及管路和制

备完成的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进行称重#根据称重数据计算过

滤过程中损失血量$密度按全血密度
')+@

H

"

:"

计算&及去白

细胞悬浮红细胞容量$密度按
')+0

H

"

:"

计算&+$

*

&去白细

胞悬浮红细胞混匀后采用无菌接口机进行留样#使用留样血样

分别测定过滤后红细胞比容$

SNG

&,白细胞残留量,游离血红

蛋白浓度,红细胞溶血率+留样后的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于

(

!

0f

保存#于保存期末再次留样测定红细胞溶血率+

$)1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析#计量资料以
N_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血液过滤时间,过滤损失血量,

SNG

及去白细胞悬浮

红细胞容量比较
!

血液采集后
2

组与
^

组在过滤时间,过滤

损失血量,

SNG

,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容量方面比较#

2

组的结

果均优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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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组血液过滤时间%过滤损失血量%

SNG

%去白细胞

!!!

悬浮红细胞容量比较'

N_H

)

组别
1

过滤时间

$

:D;

&

过滤损失

血量$

:"

&

SNG

去白细胞悬浮红

细胞容量$

:"

&

2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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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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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_'),0 (1)@-_()*, +)*=_+)+, ,'1)='_'*)@0

B -)@--' ''),-@- 0)-+1( ()-*,+

!

$

+)+@

$

+)+@

$

+)+@

$

+)+@

/)/

!

(

组白细胞残留量,游离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溶血率结

果比较
!

2

组的白细胞残留量,游离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溶

血率结果均优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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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白细胞残留量%游离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溶

!!!

血率结果比较'

N_H

)

组别
1

白细胞残留量

$

'̀+

0

"

"

&

游离血红蛋白

$

H

"

"

&

红细胞溶血率$

A

&

过滤后 保存期末

2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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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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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是使用带有白细胞过滤器的多联塑

料血袋采集全血#并通过白细胞过滤器清除全血中几乎所有的

白细胞#将该去白细胞全血中的大部分血浆分离后#向剩余物

内加入红细胞添加液制成的红细胞成分血)

(

*

+.血站技术操作

规程/要求)

,

*

#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的制备应在血液采集后
(O

内完成过滤#但并未明确所使用的白细胞滤器的类型和过滤时

血液的保存温度+由于血液的采集大多来源于站外的献血屋

和各个采血点#目前国内生产的冷血过滤白细胞过滤多联血袋

大都要求过滤前应将全血温度冷却至$

*_(

&

f

#而从血液采集

到血液过滤时的血液温度远没达到
(

!

0f

#因此#目前采用的

冷血过滤是一种不完全的冷血过滤方式#对去白细胞悬浮红细

胞的质量有着潜在的影响+

进行热血过滤时#血液在室温保存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规

定+根据本站血液采集和制备的流程特点#本文进行比较的
(

组制备工艺中#通过记录采血时间和血液过滤起始时间#对血

液采集后在不同温度下的保存时间进行控制#保证室温保存的

全血在血液采集
(I

内进行过滤#

(

!

0f

保存的全血在
(I

后

进行过滤+表
'

中数据表明#

2

组的过滤时间明显快于
^

组#

而
SNG

,过滤后制备的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容量也略高于
^

组

$

!

$

+)+@

&#也高于张翔等)

*

*

,袁介秋)

@

*报道的进行冷血过滤

的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容量范围#与文献)

0

*报道的过滤前室

温保存的血液红细胞回收率高于
(

!

0f

保存结果相符+

(

组

过滤损失血量略高于厂家说明$

$

(+:"

&#分析可能是成分制

备过程中排气环节操作不当引起#这
(

个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的

数据积累#以便于建立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的容量控制标准+

白细胞滤器去除白细胞的机制主要是依靠滤器的阻滞和

细胞黏附作用)

-

*

#能有效地去除血液中的白细胞+进行比较的

(

组数据中#白细胞残留量均符合标准要求#

2

组的白细胞残

留量优于
^

组+与使用相同滤器型号及室温保存时间进行热

血过滤的相似研究相比#本文中进行热血过滤的
2

组过滤时

间较文献)

1

*报道快#且制备成的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的白细

胞残留量也偏高+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血液过滤时速度过快#

从而降低了滤器对白细胞的吸附能力有关#和文献)

0

*中过滤

速度会影响滤白效果#过滤速度越快#白细胞的去除效果越差

的观点相符+有文献)

=

*认为#

*++:"

全血的过滤时间应不低

于
'@:D;

#制备过程中是否需要按该时间进行控制#还需要进

一步探讨+

溶血是红细胞膜的完整性受到破损或裂解释放血红蛋白

引起的血浆颜色变化#而血液制品中血浆游离血红蛋白浓度过

高#对于接受输血治疗的患者具有潜在的安全隐患)

'+

*

+从表
(

中可以看到#

^

组的游离血红蛋白浓度和红细胞溶血率均高于

2

组$

!

$

+)+@

&+分析可能是血液冷藏后#红细胞的阿米巴运

动减弱#脆性增加#在进行过滤时#红细胞容易被剪切#引起游

离血红蛋白增加%红细胞通过滤器时#也容易受到损伤#导致保

存期末的溶血率增加+有研究表明#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储存

过程中溶血率较储存前明显上升#储存期末更为明显)

''

*

+引

起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溶血的原因很多#血液在采集,保存,运

输,制备等过程中操作不当均可导致#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的

溶血结果还受到献血者个体差异,过滤器类型,原始白细胞浓

度,过滤时血液储存时间和过滤温度等因素的影响)

'(

*

+

以上检测数据表明#室温保存的全血在
(I

内进行过滤和

(

!

0f

保存的全血在
(I

后进行过滤的
(

种制备工艺所制备

的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的各项质量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但热

血过滤的结果更优于冷血过滤+热血过滤方式可以及时,随时

进行过滤#也可以制备更高质量的新鲜冰冻血浆及冷沉淀凝血

因子的原料血浆)

1

*

#更能满足目前血站采血,制备流程及临床

用血需求+因此#为了保证提供临床的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输

注的安全和有效#优化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制备流程#应选择

适合热血过滤的去白细胞型血袋#并在血液采集后室温保存

(I

内进行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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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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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讨
!!

论

S5Z

基因组序列的异质性体现在
*

个层次!基因型,基因

亚型,分离株和准种#其中基因型和基因亚型最具流行病学和

临床价值+

S5Z

各基因型在不同地域分布存在一定差异+

'V

是亚洲,欧洲普遍的型别#流行率超过
S5Z

感染病例的

-+A

)

*

*

#非洲以
*

,

@

,

0

型为主#拉美国家以
(8

和
(V

亚型为主#

*

型在地中海东部国家比例较高+我国大部分地区流行的

S5Z

型别为
'V

#其次为
(8

#在南方城市
'V

亚型感染率占
=+A

以上#从南向北
(8

亚型逐渐增多+但近几年所报道的基因型

分布情况正在改变)

@

*

+

本研究经过焦磷酸测序法分型#

1=

例来自川南地区的汉

族丙型肝炎患者中有
10

例被成功分型#共检出
'

,

(

,

,

,

0

共
*

种基因型和
'8

,

'V

,

(8

,

(V

,

,8

,

,V

,

08

共
-

种基因亚型#未发现

*8

,

@8

亚型#患者以
'V

亚型$

*0

例#

@,)@A

&为主#其次是
,V

亚

型$

('

例#

(*)*A

&和
08

亚型$

=

例#

'+)@A

&#其他少见型别共
*

型
'+

例$

'')0A

&+其
'V

亚型占优的情况与全国大部分地域

的基因型分布相似+有关四川地区基因分布的文献报道较少#

川南地区
'V

,

,V

亚型为优势基因型的现象与重庆,贵州,云南

等四川周边地区报道基本相似)

0B1

*

#同时也表现出
'V

亚型优势

显著,

,8

亚型比例低,

08

亚型比例较高#亚型种类丰富的突出

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型$

'8

,

'V

&和
,

型$

,8

,

,V

&在慢性丙型

肝炎和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分别占到了
-=)*A

和
01)1A

#

提示基因
'

型和基因
,

型较其他基因型更易导致丙型肝炎的

慢性化和患者肝脏硬化#与国内文献)

=

*报道的结果相似+

本试验中使用的焦磷酸测序分型法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

达到了
=0)0A

和
'++)+A

#分型效果理想+研究表明#不同基

因型的致病性存在较大差异#对肝脏的损伤和治疗药物的敏感

性也不尽相同)

'+B''

*

+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V

亚型患

者体内
S5ZB#!2

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亚型$

!

$

+)+@

&#其他亚

型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未经治疗的丙型肝炎患

者中#

'V

亚型患者肝功能脏损害指标高于其他亚型患者#说明

'V

亚型患者较其他型别的患者体内的
S5Z

水平更高#对肝脏

损害程度也较其他亚型患者更为严重+

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是目前丙型肝炎治疗的公认方

案)

'(

*

+本研究观察了丙型肝炎患者的治疗情况#有
0=

例丙型

肝炎患者完成了
*1

周的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抗病毒

治疗#结果显示不同
S5Z

亚型患者治疗效果也存在明显差

异#其中
08

亚型有效率最高$

1-)@A

&#

'V

亚型患者有效率仅

为
*+)+A

#疗效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川南汉族丙型肝炎患者中#基因型以
'V

亚型为

主#

,V

,

08

亚型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亚型表现丰富+不同的

基因型可导致不同的临床表现和转归+

S5Z

基因分型可以在

了解丙型肝炎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特征,疗效及判断预后等

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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