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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期缩短对长期献血者外周血象血小板参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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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长期单采血小板固定献血者在缩短献血间隔期前后外周血象血小板参数的变化"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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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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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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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捐献单采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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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献血单位
$##

治疗量以上的献血者为研究对象!其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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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缩短献血间隔期至
.

周!

.#$3

年又将间隔期恢复至
!

周!对所有研究对象机采前血常规的检测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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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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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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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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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V

变化一

致!呈显著正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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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中应重视对长期反复单采血小板献血者
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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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V

#

G+a

#

G)S'0

的观

察和分析!延长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期!既有利于献血者的健康!又保障了单采血小板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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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血小板具有浓度高)纯度高)抗原少)治疗效

果好等优点#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不同于全血采

集#由于受到献血方式和环境的限制#单采血小板献

血人群相对比较固定#随着临床需求的不断增加#单

采血小板的采集压力也随之增加+

.#$.

年
3

月
$

日

起实施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0规定单采血小板间

隔时间从不少于
!

周缩短为不少于
.

周'

$

(

+这意味

着献血者符合相关要求后可以更频繁地采集单采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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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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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调整的依据可能是人体血小板的寿命和代谢

周期'

.

(

+间隔期的缩短增加了血小板的采集频次#缓

解了血小板的采集供应压力#但采集频次的增加对于

长期重复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健康和单采血小板质量

是否存在影响1 本研究通过对连云港市中心血站
.#

名长期单采血小板献血者
.#$$ .̀#$3

年的外周血象

血小板相关指标变化情况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现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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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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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开始在连云港市中心

血站自愿无偿捐献单采血小板
"#

次及献血单位
$##

治疗量以上的
.#

名献血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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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缩短献血间隔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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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将间隔期恢

复至
!

周#每次捐献前均严格按照/献血者健康检查

要求0对机采血小板献血者进行体检#体检合格再进

行机采血小板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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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离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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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

离机及其配套的一次性耗材+血常规检测使用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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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计数仪及配套检测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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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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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机采血小板前#在献血者肘部静脉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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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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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混匀#立即进行检测+

检测的血小板相关项目包括血小板计数$

GS,

%)平均

血小板体积$

TGV

%)血小板分布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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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血小

板比例$

G)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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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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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YGYY$2/#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Ke

F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多组间中两两比较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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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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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外周血象血小板参数相

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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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次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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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讨
!!

论

!!

血小板是骨髓造血组织中巨核细胞细胞质裂解

脱落下来的无核细胞#体积小#呈双面微凸的圆盘状#

直径为
.

"

(

#

6

#具有生理性止血和维护血管壁完整

的功能+血小板寿命约
3

"

$!?

#每天更新量约占总

量的
$

"

$#

#衰老的血小板大多在脾脏中被清除'

(

(

+健

康状态下#人体血小板的生成和破坏保持动态平衡#

外周血中同时存在年轻)成熟及老化的血小板#且比

例相对稳定#即
TGV

)

G+a

应在相应的参考范围

内'

!

(

+有报道称#长期反复的血小板采集会导致献血

者外周血
GS,

减少和血小板生产能力减弱'

(

(

+本研

究对
.#

名长期重复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外周血象血小

板相关参数进行分析#通过对比献血间隔期缩短前后

GS,

)

TGV

)

G+a

)

G)S'0

变化情况#更加客观分析这

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结果显示#这
.#

名献血者

.#$$

年
GS,

明显低于
.#$(

)

.#$!

)

.#$"

)

.#$1

)

.#$3

年#

TGV

)

G+a

)

G)S'0

明显高于
.#$(

)

.#$!

)

.#$"

)

.#$1

年+献血次数与
GS,

呈显著正相关#

TGV

与

GS,

呈显著负相关+

G+a

)

G)S'0

与
TGV

变化一

致#呈显著正相关+

TGV

是反映巨核细胞增生)代谢

及血小板生成能力的指标#也可以间接反映血小板的

功能状态及活化程度'

")3

(

+由于
.#$.

年下半年至

.#$1

年
!

年多时间里献血间隔期缩短至
.

周#献血频

次增加#血小板大量丢失后#刺激骨髓巨核细胞向血

小板分化#血小板代偿性增多#但体积偏小#功能不

强#多为新生未成熟的血小板#骨髓巨核细胞的正常

增生受到抑制+大量新生)未成熟)体积偏小的血小

板在外周血中存在导致血小板体积异质性下降#成

熟)体积较大的大血小板所占比例也随之下降+此时

采集的新生未成熟的血小板因功能不全难以发挥正

常生理作用'

X

(

+长期重复单采血小板的献血者外周

血血小板相关指标出现这些变化#表明献血频次的增

加对献血者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戴宇东等'

2

(报道

长期)重复的单采血小板可能会导致相对性血小板耗

竭+表
$

显示
.#$.

年这
.#

名献血者献血频次较高#

但与
.#$$

年比较#发现在短期内献血频次增加带来

的影响还不明显+

.#$3

年将献血间隔期恢复至
!

周#

献血次数减少#除
GS,

与
.#$1

年比较#有明显下降

外#其他各项指标与缩短献血间隔期的
.#$(

)

.#$!

)

.#$"

)

.#$1

年比较#虽有变化但并不明显#分析原因为

经过几年重复多次频繁献血#各项指标的恢复还需要

一段时间+

陈黎等'

$#

(报道缩短献血间隔期后的血常规检测

结果与第
$

次单采血小板后的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TGV

)血细胞比容和
GS,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并提出应关注献血者的献血间隔时间和动态

观察机采血小板捐献者的各项血常规指标#并分析个

体之间存在的差异#避免捐献过于频繁而影响献血者

的健康+

GS,

)

TGV

)

G+a

)

G)S'0

这些参数反映了

血小板的全貌#各个参数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一

个整体#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全面考虑)动态分析献血

者这些指标的改变+

随着临床对单采血小板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仅仅

从缩短献血间隔期来增加献血量已经不能很好地满

足临床需要+为此#连云港市中心血站在
.#$3

年改

变单采血小板招募采集方式#把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

期基本恢复到
(#?

左右#加大对无偿单采血小板捐献

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单采血小板的捐献#

优先采集首次和少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降低长期固

定献血者的献血频次#不断扩大和巩固单采血小板献

血者的队伍#把长期单采血小板献血者作为应急献血

者#彻底改变过分依赖长期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的做

法+

.#$3

年全年单采血小板采集量同比增加
$3[

#

而单采血小板献血者人数增加
1$[

+单采血小板献

血者队伍的扩大#延长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期#既有

利于献血者的健康#又保障了单采血小板的质量#确

保了单采血小板供应的可持续性+ $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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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被染成棕褐色$称之为着色%&而早期食管癌及异型

增生组织内糖原含量减少甚至消失#呈现不同程度的

淡染或不染区+既往多项研究表明#碘染色有助于对

食管病变的识别及初步判定病变可能的病理类型#并

且粉红色征有助于对病变性质的判断'

()1

(

+本研究发

现#在普通人群中识别出食管癌的高危人群进行机会

性碘染色筛查#所得到的早期食管癌的诊断率与食管

癌高发区人群筛查的早期癌变诊断率相当#甚至略

高'

3

(

&粗糙)糜烂)发红)凹陷不规则的黏膜染色后多

有异常#且发红
f

粗糙或发红
f

凹陷不规则表现的黏

膜染色后多不着色&染色前黏膜发红
f

粗糙)发红
f

凹陷不规则及碘染后不着色多与食管早期癌变有关#

而单纯的黏膜粗糙)糜烂)充血表现不具有特异性+

此外#粉红色征有助于
I P̂W

与
Ŝ PW

的鉴别+参与

本次研究的患者男性所占比例较大#可能与大部分男

性有吸烟)饮酒等危险因素有关#而女性大多因完成

调查问卷后不具备任意一项危险因素而被排除试验+

本研究时间较短#参与者的数量不足#对结果的分析

可能存在一定影响#另外#使用的碘染色溶液浓度也

还需要深入探讨#未来希望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虽然目前各种新型内镜技术层出不穷#对早期食

管癌均有很好的诊断价值#但碘染色仍是目前内镜筛

查早期食管癌可靠)易行的方式+有研究显示#窄带

成像与蓝激光技术对食管早期癌变的诊断率相近#略

低于碘染色内镜检测'

X

(

+内镜下碘染色操作简单)价

格便宜)人群易接受#对内镜医师的技术要求较低+

综上所述#内镜下碘染色是早期食管癌筛查的重

要手段#特别是对于高危人群#更应该进行碘染色检

测+在内镜检测时#对白光下发红)粗糙)凹陷不规则

处黏膜#碘染色后淡染)不染区#以及粉红色征阳性的

部位#应提高警惕#进行靶向活检#可帮助早期食管癌

及癌前病变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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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 I/T:8A

7

D8;:D:;M4D)

B6:

!

8

7

4;:A;@8DC@4689O:94=;<:9@>O8A?

7

94

F

A4>@>4=

<:89;?@>:8>:

'

U

(

/-49:8AUPA;:9AT:?

#

.#$1

#

($

$

1

%!

$##2)

$#$3/

'

X

( 庞婷婷#庞小桃#冼志莲#等
/

不同频率机采血小板对献血

者血常规的影响'

U

(

/

中国输血杂志#

.#$!

#

.3

$

X

%!

X3.)

X3!/

'

2

( 戴宇东#孙启俊#孟钵#等
/

单采血小板献血者血小板生成

能力的考察'

U

(

/

中国输血杂志#

.##(

#

$1

$

!

%!

.1!/

'

$#

(陈黎#杨文萍#郑丽萍
/

缩短机采血小板献血间隔期前后

献血者的血常规变化分析'

U

(

/

临床血液学杂志$输血与

检验%#

.#$1

#

.2

$

.

%!

$"1)$"3/

$收稿日期!

.#$X)$.)$(

!!

修回日期!

.#$2)#!)#$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