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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输血不良反应原因分析及对策"

何
!

翠!邓素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输血科!重庆永川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的原因!探讨降低和预防输血不良反应的措施!以指导临床合理用

血&方法
!

回顾性分析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输血不良反应患者资料!分析发生输血不良反应患

者基本信息'输血种类及不良反应类型&结果
!

$%&'O$%&*

年!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T

&其中发热反

应
'%

例!占
'0)10T

$过敏反应
(1

例!占
*$)%'T

&由红细胞引起
'

例!占
')+T

!血浆类制品引起
0*

例!占

10)$T

&首次输血发生输血反应
$'

例!占
$1)&&T

!其中女性
&*

例!均有妊娠史$多次输血发生输血反应
(*

例!占
0%)+1T

&结论
!

临床输血有一定的风险!患者的输血史'妊娠史以及血液成分都是引起输血不良反应的

重要原因!合理选择治疗方法及血液成分!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输血安全&

关键词"输血$

!

不良反应$

!

过敏$

!

发热$

!

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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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临床治疗和抢救患者中一项不可替代的

治疗措施'

&

(

#血液成分复杂多样"患者自身情况也各

有差异"因此"输血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风险'

$

(

"轻者

发生非溶血性发热$过敏等不良反应"严重甚至可能

危及患者生命'

'-.

(

#输血不良反应是指在输血过程中

或输血后发生的原有疾病不能解释的新的症状或体

征'

*

(

#临床上对于输血不良反应的处置是否合理"也

直接影响着患者疾病的转归#为了解输血不良反应

的发生特点"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发生

的输血不良反应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接受输血治疗的患者"共输血
('1(%

例"其中"发

生输血不良反应
01

例"主要分布于重症监护室$妇产

科$骨科$普外科$老年病科$血液内科$消化内科等

科室#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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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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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翠"女"初级技师"主要从事临床输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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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
!

患者发生输血不良反应时"由临床医生

或护士通过网上填报输血不良反应卡上传到输血科

输血管理系统#输血科每月会对所有输血病例进行

点评"并汇总$统计输血管理系统上收到的不良反应

信息#

$)'

!

输血不良反应判断标准
!

非溶血性输血不良反

应的判断标准!输血前应确定患者有无发热现象"在

输血中或输血后
$D

内体温
'

'+a

或者升高
&a

以

上"且能排除细菌污染$溶血等其他原因引起"以发

热$伴或不伴寒战为主要临床症状"多次输血也无变

化"则判断为发热反应+在输血中或输血后发生的轻

重不等的主要表现为皮肤潮红$瘙痒$过敏性荨麻疹

或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血管性神经水肿则判断为过

敏反应'

0

(

#

$)1

!

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的计算方式
!

按四川省临

床输血质量控制中心质控指标)

$%&*

版*标准!输血不

良反应发生率
e

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血袋数%同期内

发出输注血袋总数
j&%%T

#发出
&

袋血液即为输血

治疗
&

次#

/

!

结
!!

果

/)$

!

(

年间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
!

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发生输血不良反应
01

例#输血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为
%)&+T

#

$%&'

$

$%&(

$

$%&.

$

$%&*

年

的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T

$

%)$%T

$

%)&(T

$

%)%+T

#见表
&

#

表
&

!!

$%&'O$%&*

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

年份)年* 输血例数)

*

*

不良反应例数

)

*

*

不良反应发生率

)

T

*

$%&' 0%($ $1 %)(&

$%&( 11%+ $% %)$%

$%&. &$'%. &0 %)&(

$%&* &(*(. &' %)%+

合计
('1(% 01 %)&+

/)/

!

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相关因素
!

在发生输血不

良反应的
01

例患者中"发热反应
'%

例"占
'0)1+T

+

过敏反应
(1

例"占
*$)%'T

#输血不良反应由红细胞

悬液引起
'

例"占
')+T

+血浆类制品引起
0*

例"占

10)$T

#首次输血发生输血反应
$'

例"占
$1)&&T

"

其中女性
&*

例"均有妊娠史+多次输血发生输血反应

(*

例"占
0%)+1T

#见表
$

$

'

#

表
$

!!

不同品种输血不良反应类型发生率'

*

#

T

$(

血液制品
*

非溶血性发热反应 过敏反应

悬浮红细胞
&$(1$ '

)

%)%$

*

%

)

%)%%

*

病毒灭活血浆
$$(&* $%

)

%)%1

*

$1

)

%)&'

*

新鲜冰冻血浆
.&% (

)

%)0+

*

.

)

%)1+

*

续表
$

!!

不同品种输血不良反应类型发生率'

*

#

T

$(

血液制品
*

非溶血性发热反应 过敏反应

冰冻单采血小板
$%1 &

)

%)(+

*

%

)

%)%%

*

辐照单采血小板
&1&0 $

)

%)&%

*

.

)

%)$*

*

冷沉淀
*'1* %

)

%)%%

*

&%

)

%)&*

*

合计
('1(% '%

)

%)%0

*

(1

)

%)&&

*

!!

注!

*

为输血例数

表
'

!!

不同输血不良反应所占比例'

*

#

T

$(

项目 红细胞 血浆类 构成比

非溶血性发热反应
'

)

')+%

*

$0

)

'%)'0

*

'%

)

'0)10

*

过敏反应
%

)

%)%%

*

(1

)

*$)%%

*

(1

)

*$)%'

*

合计
'

)

')+%

*

0*

)

10)$%

*

01

)

&%%)%%

*

'

!

讨
!!

论

!!

输血是临床治疗和抢救患者时常见的治疗手段"

在部分患者治疗中是不可替代的治疗措施#输血反

应常见的有过敏反应$发热反应"溶血反应$细菌污染

反应$大量快速输血引起的不良反应"而输血相关的

急性肺功能损伤等较少见'

*-0

(

#国内外均可见输血不

良反应的报道'

+-1

(

#近年来"随着国内新的医疗理论

技术的发展及医疗体系的建设"因血型不合所导致的

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已很少发生#但由于血液制品

成分复杂"个体差异等导致输血引起的过敏反应及发

热反应等常见输血不良反应却时有发生'

&%-&$

(

#本次

统计的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输血不良

反应中"主要为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及过敏反应"发生

率分别为
%)%0T

及
%)&&T

"无急性溶血反应发生#

主要为输注血浆$冷沉淀及血小板所导致的"与文献

'

&'

(报道一致#这主要与血浆中含有的白细胞$血液

保存中产生的细胞因子$血浆中含有白细胞活化产生

的细胞因子及患者本身过敏体质有关#输注悬浮红

细胞过敏的患者改输洗涤红细胞后"未再发生过敏反

应#因此"对于血浆蛋白过敏的患者"可以选择洗涤

去除血浆成分以减少输血反应#

从统计资料显示"本院
(

年来输血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T

"但低于文献'

&(

(报道的
&T

#

&%T

"且

无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这除了输血检验技术的提

高外"还与本院所使用的血液制品种类有关#自
$%&(

年起"本院提供给临床的红细胞主要是经过辐照的悬

液及去白细胞的悬液"去除了大部分白细胞"因此非

溶血性发热反应发生率低"这与既往较多的临床研究

所发现的去白细胞输血可预防或减少非溶血性发热

反应的结果一致'

&.

(

#

$%&(O$%&*

年的输血不良反应

明显低于
$%&'

年"这与本院加强了合理用血工作密

切相关#自
$%&(

年来"因医院重视"本科室对临床合

理用血管理较严"严格把握临床输血指征#其间"对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H=LG8B"5:E

!

J4387L8>$%&+

!

245)&.

!

J4)$$



本院临床用血科室进行多次合理用血培训"让临床医

生做到能输自体血的不输异体血"能少输血的不多

输"能不输血的坚决不输#另有报道显示"输血不良

反应的发生和发血至输血开始时间相关#因此"本院

对于血液离开输血科的时间也严格控制!临床输血时

全部采用移动护理系统扫描以准确记录输注时间"控

制血液在室温条件下储存时间以减少输血不良反应#

在临床输注方面"部分科室也有常规应用抗过敏药

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不良反应#此外"本院

为减少输血反应大力开展术中自体血回输以及患者

术前自体储血"这些新技术的开展"都极大减少了输

血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本科室对所有要输血的患

者都常规进行血型的正反定型鉴定以及不规则抗体

筛查"减少了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

输血不良反应还与患者自身输血史有关#从调

查中发现"反复输血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有
(*

例"占

总输血反应的
0%)+1T

+而首次输血发生不良反应的

只占
$1)&&T

"其中有
&*

例患者均为女性"有输血史

或是妊娠史#此外"多数患者发生输血反应还因为同

时输注了多种血液成分且数量较大#因此"输血前清

楚地了解患者的自身情况"合理地选择准确的血液成

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

输血在临床抢救和治疗中"应充分考虑其利与

弊#输血种类$数量以及患者的输血史$妊娠史都会

导致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医务人员应严格按照,临

床输血技术规范-"了解患者基本情况"把握输血指征

以减少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对于输血科"也应该严

格控制各种血液成分的储存条件及冷链环境"减少室

温暴露时间"同时大力提倡自体输血"积极开展新技

术"合理选择血液成分"加强输血各个环节的监控"从

总体上减少输血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的发生"以保证安

全$合理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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