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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两种融浆机融解冷沉淀及融解时间的长短对

冷沉淀中凝血因子生物活性的影响"

钟万芬!唐小勇!孙
!

凯!江
!

华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干式融浆机和水溶式融浆机融解冷沉淀及融解时间长短对冷沉淀中凝血因子生物活性的影响%方法
!

选取于
!"#&

年
#"

月
!"

至
#"

月
!(

日制备的冷沉淀血袋
#!"

袋!

&"

袋冷沉淀血袋采用干式融浆机融解!另外
&"

袋冷沉淀血袋采

用水溶式融浆机融解!观察并记录两种不同融浆方式以及不同融浆时间对冷沉淀凝血酶原时间"

80

$'血浆凝血时间"

00

$'活化

部分凝血酶时间"

)800

$'纤维蛋白原"

MFN

$'凝血因子"

M

0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RZM

$抗原活性等凝血功能指标的影响!并进行

分析比较%结果
!

在
':j

条件下!水溶式融浆机融浆时间越长!融浆效果越好!报废例数越少%水溶式融浆机融浆时间越长!

)800

时间也越长!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RZM

$抗原和
M

0

活性也显著降低"

M

%

"$"(

$#但融浆时间对
80

'

00

及
MFN

无明显影响

"

M

&

"$"(

$%融浆时间长短对采用干式融浆机融解的冷沉淀
80

'

00

和
MFN

等凝血因子无明显影响"

M

&

"$"(

$#但
)800

随融浆

时间增加而显著延长!

RZM

抗原和
M

0

活性也明显降低"

M

%

"$"(

$%结论
!

不同融解方式对冷沉淀凝血因子活性影响不大!为保

证多种凝血因子生物活性!将融解时间控制在
#"

!

#(IF=

较为理想!保证融浆效果也较好%

关键词"干式融浆机#

!

水溶式融浆机#

!

冷沉淀#

!

融解时间#

!

凝血因子

!"#

!

$%&'()(

"

*

&+,,-&$)./0(122&/%$.&$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

"

!"#:

$

#4,!:'3,"'

!!

凝血因子主要是指参与血液凝固过程的各种蛋白物质#当

血管受损时#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因子被激活#与血小板等物

质快速粘附在一起填补血管壁上破损处#促进血液凝固#达到

止血目的#因此凝血因子水平及活性是衡量凝血功能好坏的关

键*

#,'

+

'为保证凝血功能#必须在输注血浆前尽量提高凝血因

子生物活性#提高输注疗效*

%

+

'本院为探究干式融浆机和水溶

式融浆机融解冷沉淀及融解时间长短对冷沉淀中凝血因子生

物活性的影响#特作探究试验#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于
!"#&

年
#"

月
!"

至
#"

月
!(

日制备

并于
!"#&

年
#"

月
!&

日之前调入本院的冷沉淀血袋
#!"

袋#

每袋冷沉淀由
%""I7

全血制成#体积$

!(_(

&

I7

#规格为每袋

#$"P

#根据溶解方式不同将
#!"

袋冷沉淀随机分为干式融浆

机和水溶式融浆机两组#每组各
&"

袋'

$$/

!

方法
!

&"

袋冷沉淀血袋采用干式融浆机融解#仪器为杭

州聚同电子有限公司提供的
b0./,#"

干式血液融浆机#分为

)

(

T

(

/'

组#每组
!"

袋#分别融浆
#"

(

!"

(

'"IF=

后取
!I7

作

为待测样品%另外
&"

袋冷沉淀血袋采用水溶式融浆机融解#仪

器为济南爱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的数码恒温循环融浆仪#

分为
2

(

X

(

M'

组#每组
!"

袋#分别融浆
#"

(

!"

(

'"IF=

#取
!I7

预备管内样品待测'凝血指标采用泰安市泰诺科贸有限公司

提供的
T14'"

型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

卷第
#4

期
!

7<N1@9/*F=

!

.@

J

C@IN@K!"#:

!

R+*$#%

!

5+$#4

"

基金项目"湖北省科学技术厅资助项目$

!"#!MM)":#

&'



$$'

!

观察指标
!

观察并记录两种不同融浆方式不同融浆时间

对冷沉淀凝血酶原时间$

80

&(血浆凝血时间$

00

&(活化部分

凝血酶时间$

)800

&(纤维蛋白原$

MFN

&(凝血因子$

M

0

&(血管

性血友病因子$

RZM

&抗原活性等凝血功能指标的影响#分析

比较'

$$1

!

统计学分析
!

采用
.8..#:$"

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

以
P_=

表示#采用
D

检验'以
M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水溶式融浆机不同融浆时间对融浆效果比较
!

在
':j

条件下#水溶式融浆机融浆时间越长#融浆效果越好#报废例数

越少'见表
#

'

表
#

!!

水溶式融浆机不同融浆时间融浆效果比较

时间$

IF=

&

'

融浆效果评价 融浆报废袋数$

'

&

#" !"

部分血浆析出蛋白
!

!" !"

无蛋白析出#无沉淀
"

'" !"

无蛋白析出#无沉淀
"

/$/

!

水溶式融浆机不同融浆时间对凝血因子的影响
!

水溶式

融浆机融浆时间越长#

)800

时间也越长#

RZM

抗原和
M

0

活

性也显著降低$

M

%

"$"(

&%但融浆时间对
80

(

00

以及
MFN

无

明显影响$

M

&

"$"(

&'见表
!

'

表
!

!!

水溶式融浆机不同融浆时间对

!!!

凝血因子的影响#

P_=

$

类别
#"IF= !"IF= '"IF=

80

$

?

&

#!$%_"$% #'$'_"$( #'$3_"$(

00

$

?

&

#($:_!$# #&$!_!$' #&$3_!$4

)800

$

?

&

':$:_'$% %!$4_%$&

<

(4$:_($!

<N

RZM

抗原$

;

&

4"$!_4$' &($#_:$%

<

('$'_%$3

<N

M

0

$

WP

&

3%$'_4$# :&$:_&$!

<

(4$%_($(

<N

MFN

$

I

H

"

97

&

!!$%_&$! !!$'_($4 !#$3_($'

!!

注!与
#"IF=

比较#

<

M

%

"$"(

%与
!"IF=

比较#

N

M

%

"$"(

/$'

!

干式融浆机不同融浆时间对凝血因子的影响
!

融浆时间

长短对采用干式融浆机融解的冷沉淀
80

(

00

和
MFN

等凝血因

子无明显影响$

M

&

"$"(

&%但
)800

随融浆时间增加而显著延

长#

RZM

抗原和
M

0

活性也明显降低$

M

%

"$"(

&'见表
'

'

表
'

!!

干式式融浆机不同融浆时间对凝血

!!!

因子的影响#

P_=

$

类别
#"IF= !"IF= '"IF=

80

$

?

&

#!$!_"$' #'$#_"$% #'$"_"$(

00

$

?

&

#($%_!$4 #($4_'$! #&$'_'$'

)800

$

?

&

'4$!_'$# %&$(_%$'

<

(4$3_($"

<N

RZM

抗原$

;

&

4"$%_:$( &%$%_&$3

<

(!$4_($#

<N

M

0

$

WP

&

3%$#_:$3 4#$(_($:

<

(($'_%$4

<N

MFN

$

I

H

"

97

&

!!$4_%$3 !#$3_($# !!$%_($!

!!

注!与
#"IF=

比较#

<

M

%

"$"(

%与
!"IF=

比较#

N

M

%

"$"(

'

!

讨
!!

论

!!

人体新鲜血浆包含各种凝血因子#冷沉淀是指新鲜冷冻血

浆在
!

!

&j

环境中融化后获得的蛋白沉淀部分#富含
M

0

因

子(

]

'

因子(纤维蛋白原(纤维连接蛋白等多种物质#临床上

主要用于治疗轻度甲型血友病(血管性血友病(纤维蛋白原缺

乏症(

1

因子缺乏症等疾病#对于部分术后出血(严重外伤患者

也有较好辅助治疗作用*

(,4

+

'

M

0

(

M

2

等在人体血浆内水平较

低#且半衰期较短#极不稳定%另一方面血浆离开人体接触异物

会激活凝血因子产生作用#促使凝血因子活性进一步下降'因

此为达到较理想的血浆输注疗效#就必须提高各种凝血因子活

性*

3

+

'

融浆是将冷沉淀解冻的过程#融浆也是影响冷沉淀中凝血

因子活性最关键的环节'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融解方式主要有

干式融浆和水溶式融浆两种#干式融浆采用微电脑自动控制#

7X2

显示屏上可清楚显示融解温度(时间(频率等主要参数#

并且是将冷沉淀血袋置于融水膜袋之间#不会直接接触水%水

溶式融浆机相对来说更常用#主要是将冷沉淀血袋置于
':j

循环解冻水浴箱内#解冻更快也更充分#并且与人体体温接近#

温差小有利于输注*

#",#!

+

'本次采用干式融浆机和水溶式融浆

机融解冷沉淀
#"IF=

后#两组平均
00

值(

80

值(

)800

值(

RZM

抗原活性#以及
MFN

水平均无太大差异#证实两种不同融

浆方式对凝血因子生物活性改变不大'

采用水溶式融浆机融解
#"IF=

的
!"

袋冷沉淀中#有
!

袋

析出部分蛋白物%而融解
!"IF=

和
'"IF=

的冷沉淀中均无此

现象#说明融浆时间越长#越不易析出蛋白#融浆效果就越好'

但同时本次研究也发现#融浆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融浆时间

为
#"IF=

时#各项凝血因子活性在较为理想范围内%当融浆时

间达
!" IF=

时#虽然
00

值(

80

值及
MFN

无明显变化#但

)800

值显著延长#

RZM

抗原活性下降#同时
M

0

水平降低%

当融浆时间达
'"IF=

时#

)800

值延长至$

(4$:_($!

&

?

#

RZM

抗原活性降低至$

('$'_%$3

&

;

#

M

0

水平也进一步下降#平均

每袋只有$

(4$%_($(

&

WP

#与溶解
#"IF=

和
!"IF=

的冷沉淀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并且这一结果在干式融

浆机融解冷沉淀过程中也有类似变化'证实冷沉淀融解过程

中凝血因子生物活性受融解时间影响较大#为提高
M

0

含量(

RZM

抗原等多种凝血因子活性#必须在保证融浆效果的同时

控制融解时间*

#',#(

+

'

综上所述#不同融解方式对冷沉淀凝血因子活性影响不

大#为保证多种凝血因子生物活性#将融解时间控制在
#"

!

#(

IF=

较为理想#保证融浆效果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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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 侯凤琴#张孝盈#刘国旺#等
$

改良后的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治疗凝血因子缺乏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b

+

$

中国临床药理

学杂志#

!"#'

#

!3

$

3

&!

&%:,&%3$

*

%

+ 柏则蓉#葛健民#梁启忠#等
$#

年保存期内病毒灭活新鲜

血浆中凝血因子的质量调查*

b

+

$

中国输血杂志#

!"#!

#

!(

$

#!

&!

#!44,#!3#$

*

(

+ 许靖
$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裂解酶与妊娠期血小板减少及

胎儿结局的关系*

b

+

$

中国妇幼保健#

!"#'

#

!4

$

%

&!

:!(,

:!:$

*

&

+ 张容#刘蔓莉#刘欣欣#等
$

不同年龄
!

型糖尿病患者主要

凝血因子的研究*

b

+

$

中国输血杂志#

!"#&

#

!3

$

(

&!

%3(,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

卷第
#4

期
!

7<N1@9/*F=

!

.@

J

C@IN@K!"#:

!

R+*$#%

!

5+$#4



%34$

*

:

+ 李雪美#江淼#赵益明
$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的研究进展

*

b

+

$

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

!"#'

#

!#

$

'

&!

4"#,4"($

*

4

+ 雒建镭
$

谢燕燕#张嵩#等
$

唐山地区城乡血友病患者临床

特征分析*

b

+

$

中国全科医学#

!"#&

#

#3

$

#"

&!

##:4,##4#$

*

3

+ 姚根宏
$

冷沉淀中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含量测定及意义

*

b

+

$

中国输血杂志#

!"#!

#

!(

$

3

&!

4(',4(%$

*

#"

+王飞#王颖#李一鸣#等
$

四步法制备冷沉淀模式及其电子

信息化管理的建立*

b

+

$

中国输血杂志#

!"#'

#

!&

$

#!

&!

#!!!,#!!($

*

##

+余鼎#杨宇#牟蕾#等
$

两种方法制备冷沉淀的比较研究

*

b

+

$

中国输血杂志#

!"#(

#

!4

$

##

&!

#':!,#':%$

*

#!

+梁晓浏#林正明#江建锋#等
$

不同温度下
'

种血液制剂中

M

0

活性分析*

b

+

$

中国输血杂志#

!"#(

#

!4

$

%

&!

'3','3($

*

#'

+陈菊芬#沈磁石#叶有玩#等
$

不同时间制备的血浆及冷沉

淀的质量比较*

b

+

$

中国输血杂志#

!"#'

#

!&

$

(

&!

%(%,%(&$

*

#%

+陈盛旺#罗庆宗#古全英#等
$

采后不同时间分离的血浆所

制备的冷沉淀质量分析*

b

+

$

中国输血杂志#

!"#(

#

!4

$

&

&!

:"4,:"3$

*

#(

+李建华#王倩#肖鲲
$

全自动血液分离机制备产品的质量

分析*

b

+

$

临床输血与检验#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临床探讨!

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
/-X

%

)7T

%

/-U

水平

检测在肝功能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文关良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中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分析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胆碱酯酶"

/-X

$'清蛋白"

)7T

$及胆固醇"

/-U

$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肝炎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同期选取
%"

例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者作

为对照组!分别检测两组患者血清
/-X

'

)7T

'

/-U

水平!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肝炎肝硬化组患者的血清
/-X

"

!'(!$&%_4#:$!(

$

P

&

7

'

)7T

"

'#$!&_&$3!

$

H

&

7

'

/-U

水平"

'$':_"$!%

$

II+*

&

7

明显高于对照组"

M

%

"$"(

$#且不同肝功能

/DF*9,8B

H

D

分级的血清生化指标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其中
)

级患者的血清
/-X

"

'%!"$'4_&!&$"'

$

P

&

7

'

)7T

"

'%$:4_&$":

$

H

&

7

'

/-U

水平"

'$'!_"$#(

$

II+*

&

7

较
T

级和
/

级高!

T

级血清
/-X

"

!343$%:_:(&$3!

$

P

&

7

'

)7T

"

'"$%(_:$%(

$

H

&

7

'

/-U

水平"

!$3"_!$"!

$

II+*

&

7

显著高于
/

级"

M

%

"$"(

$%结论
!

血清
/-X

'

)7T

'

/-U

水平检测可用于

肝炎肝硬化患者的病情进展程度!能够有效评估肝功能变化!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肝炎肝硬化#

!

血清胆碱酯酶#

!

清蛋白#

!

胆固醇

!"#

!

$%&'()(

"

*

&+,,-&$)./0(122&/%$.&$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

"

!"#:

$

#4,!:%#,"!

!!

肝炎肝硬化是临床诊疗中较为常见的疾病类型#肝硬化患

者的病情进展较快#如果不及时给予相应治疗#很可能导致肝

硬化出现肝纤维化#进而发展为肝癌*

#

+

'近年来#我国肝癌的

发病率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肝癌患者具有较高的病死率#对

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存质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肝脏病

理检查是临床诊疗中常用于确诊肝硬化的金标准#但是该检查

方式存在一定的创伤性#且对晚期肝硬化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

了严重威胁*

!

+

'国内众多学者表示#血清胆碱酯酶$

/-X

&(清

蛋白$

)7T

&及胆固醇$

/-U

&水平检测在判断肝炎肝硬化肝功

能中具有有效的诊断效果*

',%

+

'本组研究特选取
%"

例肝炎肝

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检测了血清
/-X

(

)7T

(

/-U

水平#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所选研究对象均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院就诊的肝炎肝硬化患者#所有患者的临床诊断均依

据我国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诊断标准*

(

+

'肝炎肝硬化组患者中

男
!!

例#女
#4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经

/DF*9,8B

H

D

分级#其中
)

级
#'

例#

T

级
#(

例#

/

级
#!

例'同

期选取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

例健康者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4_:$!

&岁'所选患者

均对本研究知情并自愿参与#本研究已提交医院伦理学会审批

并获准#排除具有心(肝(肾等其他合并疾病患者'各组研究对

象的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采集各组患者第
!

天晨起空腹血样本
'I7

#并且

及时地将患者采集好的血样本进行分离'在血样本采集的当

天#采用贝克曼公司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生化分析#

/-X

试剂(标准品以及检测试剂盒均有贝克曼公司提供#分别

检测各组血清
/-X

(

)7T

(

/-U

水平#整个操作过程应实施无

菌操作#保障检测质量'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P_=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D

检验'以
M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血清
/-X

(

)7T

(

/-U

水平差异对比
!

肝炎肝硬化

组患者的血清
/-X

(

)7T

(

/-U

水平分别为$

!'(!$&%_

4#:$!(

&

P

"

7

($

'#$!&_&$3!

&

H

"

7

($

'$':_"$!%

&

II+*

"

7

#对照

组分别为$

4"3%$'(_3(&$:4

&

P

"

7

($

%4$4'_'$":

&

H

"

7

(

$

4$3'_!$4%

&

II+*

"

7

#观察组血清检测水平较对照组低#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见表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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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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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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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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