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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探讨限制性输血对斏斆斦患者临床转归的影响暎方法椇选择接受红细胞输血治疗的棽椃棻例
斏斆斦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暎根据不同输血策略将患者分为开放性输血组棬输血前 斎斺椉棻棸棸旂棷斕棭与限制性输血组
棬输血前斎斺椉椃棸旂棷斕棭暎收集棽组患者的年龄暍性别暍疾病分布等一般资料椈对棽组患者进行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
状况评分栻棬斄斝斄斆斎斉栻评分棭和多器官功能障碍评分棬斖斚斈斢棭椈记录棽组斏斆斦内输血情况及斎斺变化情况椈观察
棽组患者棾周内病死率暍住院期间病死率棳以及重症感染暍肺水肿暍心力衰竭发生率等暎结果椇栙棽组在平均年龄暍
斄斝斄斆斎斉栻评分暍疾病分布等方面无明显差异棬椌棸灡棸椀棭椈栚限制性输血组住院期间每例平均输注红细胞棬棿灡椀暲
棾灡椃棭斦棳低于开放性输血组的棬椂灡椄暲棿灡椂棭斦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限制性输血组入院时 斎斺暍斏斆斦内输
红细胞前后斎斺暍出院时斎斺均低于开放性输血组棬 椉棸灡棸椀棭椈栛限制性输血组棾周内病死率与住院期间病死率低
于开放性输血组棳但差异无统计学差异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限制性输血组重症感染暍肺水肿暍心力衰竭的发生率及 斖斚斈斢
评分暍曒棾个器官衰竭等方面明显低于开放性输血组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结论椇对斏斆斦患者实施限制性输血策略减少临
床不必要的输血棳节约宝贵的血液资源棳降低输血并发症的发生率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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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血在重症监护患者的治疗中起着非常关键
的作用棳可提高患者的血液携氧能力棳增加机体对
手术的耐受力棳然而过多库血红细胞不仅不会改善
组织氧合棳还可能损害微循环功能并引起输血相关
性肺损伤和心肌缺血的发生率暡棻暢棳增加患者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及病死亡等暡棽灢棾暢暎斎斸旉旉斸旘等暡棿暢进行的一
项多中心随机临床研究表明棳对心肺分流术患者实
施限制性输血策略是安全和有效的暎因此斆斸旘旙旓旑
等暡椀暢在临床输血指南中提出建议棳强调对于住院病
情稳定的患者使用限制性输血策略棳而对于急性重
症监护患者棳指南则不推荐也不反对开放性或限制
性输血策略暎国内外越来越重视临床用血安全性
及合理性棳输血治疗逐渐由开放性转化为限制性棳
由经验性转为科学性暎选择合理的输血阈值棳避免
临床输血带来的不良影响棳减少不必要血液浪费是
临床医师重要的研究课题暎本研究对重症监护患
者分为开放性输血组棬斎斺椉棻棸棸旂棷斕作为输血指
征棭和限制性输血组棬斎斺椉椃棸旂棷斕作为输血指征棭棳
分析限制性输血对斏斆斦患者临床转归的影响暎
棻 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 一般资料

选择棽棸棻棻灢棸棾棴棽棸棻椀灢棸椀在我院接受红细胞输
血治疗的棽椃棻例斏斆斦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暎根据不
同输血策略将患者分为开放性输血组与限制性输

血组暎当 斎斺椉棻棸棸旂棷斕时进行红细胞输注棳斎斺在

棻棸棸暙棻棽棸旂棷斕时结合患者一般情况决定是否输注
为开放性输血组棳共棻棽椀例棳其中男椄棾例棳女棿棽
例椈斎斺椉椃棸旂棷斕时进行红细胞输注棳斎斺在椃棸暙
棻棸棸旂棷斕时棳结合患者一般情况决定是否输注红细
胞为限制性输血组棳共棻棿椂例棳其中男椆椂例棳女椀棸
例暎纳入标准椇年龄曒棻椄岁椈斏斆斦住院时间曒棾斾暎
排除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暍缺血性脑卒中暍急性出
血等暎
棻棶棽 方法

栙收集棽组患者的年龄暍性别暍疾病分布等一
般资料椈栚对棽组患者进行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
况评分栻棬斄斝斄斆斎斉栻评分棭和多器官功能障碍评
分棬斖斚斈斢棭棬总分为棽棿分棭椈栛记录斏斆斦内输血情
况及斎斺变化情况椇红细胞输注总量暍入院时 斎斺
值暍输血前 斎斺值暍输血后 斎斺值暍出院时 斎斺值等椈
栜观察临床转归包括初级转归和次级转归棳初级转
归指棾周内各种原因所致的病死率棳次级转归为住
院期间的病死率棳以及重症感染暍肺水肿暍心力衰竭
发生率等暎
棻棶棾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斢斝斢斢棻棾棶棸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
分析暎计量资料以 暲 表示棳组间比较采用 检

验棳计数资料采用氈棽检验棳 椉棸灡棸椀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棽组患者在年龄暍斄斝斄斆斎斉栻评分暍疾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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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具有可比性暎
见表棻暎棽组患者红细胞输注及 斎斺变化情况比

较棳见表棽暎棽组临床转归情况比较棳见表棾

表棻 棽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暲

组别 例数 年龄棷岁 斄斝斄斆斎斉
栻评分

疾病分布棷棬例棬棩棭
创伤

心血

管病

呼吸系

统疾病

胃肠道

疾病

产后

出血
其他

开放性输血组 棻棽椀 椀椃棶椃暲棻椆棶椂 棽棻棶椆暲椄棶棾 棿椄棬棾椄棶棿棭 棽椆棬棽棾棶棽棭 棽棾棬棻椄棶棿棭 棻棾棬棻棸棶棿棭 椄棬椂棶棿棭 棿棬棾棶棽棭
限制性输血组 棻棿椂 椀椄棶椀暲棽棸棶棾 棽棽棶棾暲椄棶椃 椀椀棬棾椃棶椃棭 棾棿棬棽棾棶棾棭 棽椂棬棻椃棶椄棭 棻椂棬棻棻棶棸棭 椆棬椂棶棽棭 椂棬棿棶棻棭

表棽 棽组患者斏斆斦内红细胞输注及斎斺变化情况 旂棷斕棳暲
组别 例数 红细胞输注量棷斦 入院时 斎斺 输红细胞前斎斺 输红细胞后 斎斺 出院时斎斺

开放性输血组 棻棽椀 椂棶椄暲棿棶椂 棻棸棶棾暲棽棶棾 椄棶棾暲棻棶椄 椆棶棽暲棽棶棻 椆棶棻暲棻棶椆
限制性输血组 棻棿椂 棿棶椀暲棾棶椃棻棭 椄棶椂暲棽棶棻棻棭 椀棶椀暲棻棶棾棻棭 椃棶椃暲棻棶椂棻棭 椃棶椆暲棻棶椃棻棭

  与开放性输血组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暎

表棾 棽组临床转归情况比较
例棬棩棭棳暲

观察指标
开放性输血组

棬椊棻棽椀棭
限制性输血组

棬椊棻棿椂棭
棾周内病死率 椂棻棬棿椄棶椄棭 椂椀棬棿棿棶椀棭
住院期间病死率 椃棽棬椀椃棶椂棭 椃棻棬棿椄棶椂棭
重症感染 椄棽棬椂椀棶椂棭 椃椃棬椀棽棶椃棭棻棭
肺水肿 椂椆棬椀椀棶棽棭 棿椆棬棾棾棶椂棭棻棭
心力衰竭 椃棸棬椀椂棶棸棭 椀棿棬棾椃棶棸棭棻棭
斖斚斈斢评分 棻椆棶椂暲棿棶棻 棻棾棶椀暲棾棶棽棻棭
器官衰竭数量

 棸个 椆棬椃棶棽棭 棻椂棬棻棻棶棸棭
 棻个 棽椆棬棽棾棶棽棭 椀椂棬棾椄棶棾棭棻棭
 棽个 椀椂棬棿棿棶椄棭 椀棽棬棾椀棶椂棭
 曒棾个 棾棻棬棽棿棶椄棭 棽棽棬棻椀棶棻棭棻棭

  与开放性输血组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暎

棾 讨论
贫血在斏斆斦患者中普遍存在棳输血为斏斆斦医

生所采取的重要治疗手段棳但其中棻棷棾为不合理输
血暡椂暢暎输血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多种不确定因
素棳直接关系到输血的安全性暍有效性及输血指征暎
研究发现在 斎斺椌棻棸棸旂棷斕时输血只是源于习惯棳
而认为是不恰当的暡椃暢暎近年来为了减少输血带来
的危害棳避免盲目输血棳同时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
也认识到重症患者可以较好地耐受低至椃棸旂棷斕的
血红蛋白水平棳制定更为保守的重症患者输血指
南棳趋向于限制性输血策略暎

有研究表明棳尽管输血能够使 斎斺升高而致血
氧含量和氧输送增加棳却改善全身或局部组织器官
的氧消耗和氧利用棳反而会使肺血管阻力增加而对
右室射血产生不利影响暡椄暢暎尤其对于斏斆斦危重患
者易引起循环超负荷棳而引起肺水肿暍心衰等严重
并发症暎胡志坚等暡椆暢研究认为输血可导致危重患

者自然杀伤细胞数量降低暍斣淋巴细胞活化增殖能
力下降暍抑制性单核细胞的活性升高等棳降低机体
抵御外界侵害的能力棳增加了机体对感染的易感
性棳使危重患者住院期间的院内感染率增加暎本研
究中棽组在肺水肿发生率暍心力衰竭发生率暍重症
感染发生率等方面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
棸灡棸椀棭棳提示对于危重患者的输血应综合考虑患者
的心肺代偿能力暍机体代谢能力以及耗氧状况等暎

由于库存红细胞变形性下降棳致红细胞之间
接触机会增加棳可促进红细胞聚集暎红细胞在全身
血管中循环运行时棳要多次经过毛细血管和血窦孔
隙棳易引起微循环障碍棳组织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营
养和氧气棳最终可导致器官功能衰竭暡棻棸暢暎本研究
中开放性输血组 斖斚斈斢评分暍曒棾个器官衰竭等方
面明显高于限制性输血组棳提示对于危重患者的输
血棳除了严格掌握输血指征棳应尽量输入新鲜红细
胞以减少微循环障碍暎由于危重病人在接受输血
时发生免疫抑制和微循环并发症的风险增加棳本研
究中限制性输血组棾周内病死率与住院期间病死
率均略低于开放性输血组暎有研究也显示棳对于正
常血容量的危重患者棳将输血指征降低至 斎斺椉椃棸
旂棷斕棳并将 斎斺水平维持在椃棸暙椆棸旂棷斕棳与开放性
输血方案相比同样有效棳但却会降低重症感染的发
生率暍住院时间及病死率暡棻棻暢暎斒旈等暡棻棽暢研究显示输
血可能导致过度的炎症反应棳而过度的炎症反应参
可能导致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暎高炟鹏等暡棻棾暢研究表
明术中红细胞输注量曒椀棸棸旐旍时棳全身炎症反应显
著增加棳从而增加术后认知障碍的发生率暎

综上所述棳对斏斆斦患者实施限制性输血策略
减少临床不必要的输血棳节约宝贵的血液资源棳降
低输血并发症的发生率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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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椂椵 王姣杰棳张晓丽棳单泓棳等棶危重病房患者贫血及红细
胞输注调查椲斒椵棶河南医学研究棳棽棸棻棽棳棽棻棬棾棭椇棾棾椆棴
棾棿棸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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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椄椵 袁强棶不同输血指征对重症监护患者预后的影响观察
椲斒椵棶中国药物经济学棳棽棸棻棽棳椃棬椂棭椇棾棿棾棴棾棿棿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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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棻棾椵高炟鹏棳张明强棳孙合亮棳等棶术中输血与老年患者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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斠旇棬斈棭阴性孕妇妊娠晚期预存式自体输血的应用效果观察
斄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旔旘斿斾斿旔旓旙旈旚斸旛旚旓旍旓旂旓旛旙斺旍旓旓斾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旈旑旍斸旚斿旔旘斿旂旑斸旑斻旟

旓旀斠旇棬斈棭旑斿旂斸旚旈旜斿旔旘斿旂旑斸旑旚旝旓旐斿旑
刘宏敏棻 孙倩倩棽

  椲摘要椵 目的椇观察斠旇棬斈棭阴性孕妇妊娠晚期预存式自体输血的应用效果暎方法椇对棾椃例 斠旇棬斈棭阴性孕妇
在围产期前棻暙棾周进行自体血采集棻暙棽次棳每次采血棽棸棸旐旍棳置棿曟贮血冰箱内保存备用暎对孕妇采血前后及
血液回输前后进行红细胞棬斠斅斆棭暍血红蛋白棬斎斺棭暍血细胞比容棬斎斻旚棭暍血小板计数棬斝斕斣棭棳并观察自体血采集及
回输过程中孕妇不良反应和新生儿斄旔旂斸旘评分暎结果椇棾椃例妊娠晚期 斠旇棬斈棭阴性孕妇自体血液采集前后棾斾
的斠斅斆暍斎斺暍斎斻旚暍斝斕斣结果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棬均 椌棸灡棸椀棭棳其中棻棾例自体血液回输的孕妇血液回输前
后棾斾的斠斅斆暍斎斺暍斎斻旚暍斝斕斣等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棬 椌棸灡棸椀棭椈自体血采集及回输过程中孕妇无严重不
良反应棳均未输注异体血棳新生儿 斄旔旂斸旘评分为椆暙棻棸分暎结论椇预存式自体输血操作简单暍安全暍能缓解稀有血
型血源紧缺等棳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暎
  椲关键词椵 斠旇棬斈棭阴性椈孕妇椈妊娠晚期椈预存式自体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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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汉族人群中斠旇棬斈棭阴性血型比例较低棳在
抢救或手术中有可能难以及时找到同型血源棳并且
产科手术可能出现难以预计的出血棳找不到同型血

会给母婴带来极大的危险暎近年来自体输血技术
越来越被医务工作者用于择期手术患者棳尤其是储
存式自体输血已成为产科输血的重要方式之一暎
预存式自体输血是指提前数天棳定期分阶段采集患
者本身的血液预先贮存起来棳然后在患者手术时或
急需时再回输这些已保存的自体血液棳以满足患者

暏椄棽棻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