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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统计分析该院
"&!#P"&!4

年住院人数&手术台次及用血量!评价用血控制情况!以指导临

床合理用血%方法
!

对
"&!#P"&!4

年该院住院&手术患者数量及红细胞&血浆&冷沉淀&血小板用量进行统计!

分析各血液成分用量情况%结果
!

住院人数和手术台次呈逐年增加趋势!但红细胞&血浆总用量和人均使用量

却逐渐减少!冷沉淀用量
"&!#P"&!8

年逐渐减少!

"&!8P"&!4

年呈逐渐增加趋势%结论
!

该院对稀缺的红细

胞和血浆用量控制较好!各血液成分分配合理!临床用血合理&有效%

关键词"血液用量#

!

成分输血#

!

合理用血#

!

用血控制

中图法分类号"

5$$'%!6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76$88

"

"&!6

$

&$7&88T7&#

!!

输血治疗是针对出血性疾病和慢性贫血不可替

代的一种治疗方案(

!

)

#因为红细胞'血小板等血液制

品尚没有其他药物可以替代#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和

患者数量不断增加#血液用量也呈逐年增长趋势#导

致血液资源日趋紧张#每年寒暑假期全国多地相继出

现.血荒/

(

"

)

*近年来#为了合理分配血液资源#提高

血液使用效率#避免浪费#成分输血已经得到广泛普

及#合理用血'用血控制等更精细的管理方案逐渐得

到临床和输血工作者的重视(

#

)

*这些调控方法可使

输血治疗达到更高效'更合理的效果*为了分析本院

节约用血'血液调控及合理用血的情况#现将本院近
8

年住院和手术患者数量进行统计#结合各血液成分的

用量#对输血状况进行分析#以指导临床更合理'有效

地进行输血治疗*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P"&!4

年本院入院人数'

手术台次及输血情况*

$%/

!

方法
!

本院医务处和入院室统计入院人数%手

术室统计所有手术台次$包括外科'内科'耳鼻喉科及

其他手术科室所有手术台次#不包括门诊手术&%输血

科统计红细胞'血浆'冷沉淀'血小板用量#其中红细

胞包括浓缩红细胞'悬浮红细胞'洗涤红细胞#血浆包

括新鲜冰冻血浆'冰冻血浆'去冷沉淀血浆'病毒灭活

血浆*

$%'

!

指标定义
!

入院人数为办理了入院手续#并于

病房登记办理了入科手续的患者数量%手术台次为进

行
!

次术前和麻醉准备为
!

台次#当日单次麻醉#多

科室手术也记为
!

台次*按照原卫生部统计报表的

计算方法(

$

)

#

"&&AL

全血制备的悬浮或者浓缩红细

胞为
!`

%

"&&AL

全血分离的血浆为
!&&AL

%

"&&

AL

新鲜冰冻血浆分离的冷沉淀为
!`

%

!&

国际单位

的血小板为
!

人份*住院血液人均使用量
]

血液用

量"住院人数%手术血液人均使用量
]

手术血液用

量"手术台次*因自
"&!#

年起#本院已全部采用成分

输血#无全血供应#故未对全血用量进行统计*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3XX!6%&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F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本院
"&!#P"&!4

年住院人数'手术台次#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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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血浆'冷沉淀'血小板用量数据见表
!

*各血液用

品人均使用量情况及较
"&!#

年减少比例分析见表
"

*

N

'

+

'

Z

'

+Z

各型血液用量情况分布见表
#

*

表
!

!!

"&!#P"&!4

年住院'手术'血液用量情况

年度

$年&

住院人数

人数$

'

& 增长比例$

\

&

手术台次

台次$

'

& 增长比例$

\

&

红细胞

用量$

`

& 减少比例$

\

&

血浆

用量$

AL

& 减少比例$

\

&

冷沉淀

用量$

`

& 减少比例$

\

&

血小板

用量$人份&

"&!# ""8'& P $!8" P #&8# P !8!$8& P $"' P $

"&!$ "$&4& '%4 '&84 $8%6 "6#" #%6 !#6$&& 4%6 #"# "$%" #

"&!8 "'##$ !'%4 T&!T 6#%! "!'' "6%! !&""8& #"%8 !4T 8T%" &

"&!' "''6$ !T%# 6'"" !#!%4 "&TT #!%' !&&T8& ##%$ "T6 #"%" '

"&!4 "4'&8 ""%$ 6T'' !#4%' "&$! ##%! !&&'&& ##%' $&! 8%T !

合计
!"4"'# P #44!8 P !""T& P 86$88& P !'!4 P !$

!!

注!住院人数和手术台次的增长比例为较
"&!#

年的增长比例%红细胞'血浆'冷沉淀的减少比例为较
"&!#

年的减少比例%因血小板用量过少#且血小板用量随疾病

类型不同变化不确定#故未使用比例统计数据%

P

表示无数据

表
"

!!

"&!#P"&!4

年红细胞'血浆'冷沉淀人均使用量

年度$年&

住院患者人均使用量

红细胞

$

`

&

减少比例

$

\

&

血浆

$

AL

&

减少比例

$

\

&

冷沉淀

$

`

&

减少比例

$

\

&

手术患者人均使用量

红细胞

$

`

&

减少比例

$

\

&

血浆

$

AL

&

减少比例

$

\

&

冷沉淀

$

`

&

减少比例

$

\

&

"&!# &%!#8 P '%4! P &%&!6 P &%4#8 P #'%$T P &%!&# P

"&!$ &%!"" 6%'

"

8%4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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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

"#%&! #'%6

"

&%&8# $T%8

"

"&!8 &%&T" #6%# #%TT $"%" &%&&4 '#%" &%"4& '#%#

"

!"%48 '8%& &%&"" 4T%'

"&!' &%&4T $"%" #%4T $#%4 &%&!! $"%! &%"!4 4&%8

"

!&%$T 4!%# &%&#& 'T%&

"&!4 &%&4$ $8%"

"

#%'$ $8%T &%&!$ "'%# &%"&4 4!%T !&%!6 4"%! &%&8# $T%8

平均值
&%&6T "4%$ $%4' #'%$ &%&!# #!%' &%#$# '&%& !T%8T '!%# &%&8" $6%8

!!

注!与
"&!#

年比较#

"

F

%

&%&8

%减少比例均指较
"&!#

年的减少比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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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血型用量分布情况(

'

#

\

%)

项目 血型
"&!#

年
"&!$

年
"&!8

年
"&!'

年
"&!4

年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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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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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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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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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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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4%6

&

!

!8"

$

4%#

&

!

!$'

$

4%"

&

!

!6&

$

4%4

&

血浆
N ''&&&

$

$#%'

&

8T8&&

$

$"%&

&

$!68&

$

$!%&

&

$!88&

$

$!%"

&

$#&&&

$

$!%6

&

8&"&&

$

$!%6

&

+ 8"#8&

$

#$%'

&

$'&&&

$

##%&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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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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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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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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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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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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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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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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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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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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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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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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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6&&

$

6%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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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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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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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T

&

!!$&&

$

!!%!

&

!$!4&

$

!"%&

&

冷沉淀
N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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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T!

$

$8%8

&

!

!##

$

$'%&

&

!

!44

$

$$%!

&

!

!$8

$

$$%6

&

+

!

!$6

$

#8%&

&

!

!!'

$

#8%6

&

!

'$

$

#'%&

&

!

6'

$

##%"

&

!

!#&

$

#"%$

&

!

!!!

$

#$%8

&

Z

!!

88

$

!"%6

&

!!

$"

$

!#%&

&

!!

"&

$

!!%"

&

!!

#4

$

!"%T

&

!!

8#

$

!#%"

&

!!

$!

$

!"%'

&

+Z

!!

#&

$

4%&

&

!!

"#

$

4%!

&

!!

!#

$

4%#

&

!!

"#

$

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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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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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

注!括号外数据为用量#其中红细胞'血浆'冷沉淀单位分别为
`

'

AL

'

`

%括号内数据为各型血液成分在总体中所占比例

'

!

讨
!!

论

!!

临床输血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特点#同时

也存在发生输血反应'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

8

)

#因

而高效'合理地输血得到了当今临床和输血工作者的

高度重视*近几年#各地区患者数量不断增长#住院'

手术量增长迅猛#导致血液需求量也大量增长*为了

满足临床需求#更有效地使用血液#避免血液浪费#提

高输血治疗的效果至关重要*成分输血是有效节约

血液资源'提高输血疗效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同

时可以减少输血反应'避免循环过量#起到.缺什么补

什么/的作用(

'74

)

*本院积极响应血液中心的号召#早

在
"&!&

年之前已经实现了
!&&\

成分输血#因而没有

全血的应用#全部采用红细胞'血浆'冷沉淀'血小板

成分输注#使各血液成分得到了很好利用*

红细胞和血浆作为最主要的两大血液成分#在临

床出血性疾病和慢性贫血的治疗中#是极稀缺而无法

+

68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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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血液制品*

"&!#P"&!4

年#随着本院的持续发

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患者数量快速增长#

"&!4

年住

院患者数量较
"&!#

年增长
""%$\

#手术台次增长

!#4%'\

#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
!'%&\

和
TT%&\

#特

别在
"&!'

'

"&!4

这
"

年增长迅速*但红细胞和血浆

的用量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特别是红细胞用量#从

"&!#

年的
#&8#`

下降至
"&!4

年的
"&$!`

#下降了

##%!\

#每年平均下降
"$%$\

%血浆用量平均每年下

降
"'%6\

*尽管面临患者数量和手术台次大量增长#

但在本院大力宣传血液控制'节约用血'合理用血的

政策下#用血量却快速下降!住院患者红细胞人均使

用量 由
"&!#

年 的
&%!#8 `

下 降 至
"&!4

年 的

&%&4$`

#下降了
$8%"\

%手术患者人均红细胞使用

量也大幅下降#由
"&!#

年的
&%4#8`

下降至
"&!4

年

的
&%"&4`

#平均每年下降比例为
'&%&\

%

8

年来血浆

的人均使用量也大幅下降#住院和手术患者的人均使

用量平均每年下降
#'%$\

和
'!%#\

#较其他医院#血

液控制效果显著(

T

)

*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冷沉淀的使

用总量和人均使用量
"&!#P"&!8

年逐渐下降#但

"&!8P"&!4

年又呈逐年增加趋势#这跟血液中心对冷

沉淀的供应量增加有很大的关系*冷沉淀的制作要

求很高#

"&!#P"&!8

年#血液中心的供应量逐渐减少#

而后至
"&!4

年又逐渐增加#所以冷沉淀的用量受到

血液供应的制约*在所有血型的血液中#

N

型血的用

量是最大的#其中红细胞平均占
$&%8\

#其他
N

型血

液成分也占到了
$&%&\

以上%

+

型红细胞'血浆'冷沉

淀的占比分别为
#"%8\

'

##%$\

'

#$%8\

#这些数据可

为输血科的血液用量调配起到指导作用*

本院的血液控制开展于
"&!&

年#在
"&!&P"&!"

年输血科通过专题讲座'宣传画报'电话沟通等各种

方式#联合医务处和临床各个科室进行积极沟通#宣

讲合理用血'血液控制*自
"&!#

年起血液调控效果

逐渐显现#

"&!#P"&!4

年虽然患者数量不断增长#两

类主要血液成分$红细胞和血浆&用量却不断下降#呈

现了非常合理'有效的用血情况#说明临床和输血科

对血液控制有效#较好地执行了用血控制和合理

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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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法检测
+ZN

血型正反定型不符的影响因素分析

陈赞兵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88&&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微柱凝胶法检测
+ZN

血型时出现正反定型不符的影响因素与处理方法%方法
!

选取

"&!8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进行
+ZN

血型检测的患者
"&!84

例!采用微柱凝胶法检测
+ZN

血型正反

定型不符的标本!分析试验技术原因&患者临床资料!以及针对性辅助试验进行
+ZN

血型鉴定%结果
!

微柱凝

胶法检测出
+ZN

正反定型不符共
!'8

例!检出率为
&%T"\

!在
!'$"

例恶性血液病患者中出现
+ZN

正反定型

不符
!6

例!检出率为
!%!'\

%

!'8

例患者中
+ZN

血型不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有
T4

例!剩余
4T

例
+ZN

正

反定型不符患者中抗原减弱或缺失患者
#'

例"

$'%"\

$!抗体减弱或缺失
'

例"

4%4\

$!正定型额外反应
8

例

"

'%$\

$!反定型额外反应
"4

例"

#$%'\

$!正&反定型同时额外反应
$

例"

8%!\

$%结论
!

引起
+ZN

正反定型

不符的主要原因有
+ZN

血型不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恶性血液病及自身抗体"假阳性$!通过排除人为因素&试验

操作技术问题!了解患者临床资料以及进行针对性辅助试验可以正确鉴定血型%

关键词"微柱凝胶法#

!

+ZN

血型#

!

正反定型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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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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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血型鉴定是安全输血的前提#一般情况 下#只有
+ZN

血型一致才可以进行输血#特别是大量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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