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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血是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手段之一棳具有不可
替代性棳严重出血性患者由于失血量较大棳病情较
复杂棳必需进行大量输血暡棻暢暎大量输血常用于急性
大出血暍严重创伤暍大手术等情况棳可迅速纠正失血
过多和严重贫血棳在失血性手术患者的救治中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暡棽暢棳但短期大量输入库存血液
常出现电解质紊乱棳而且患者会存在血液的稀释暍
低体温甚至代谢性酸中毒等干扰凝血功能的因

素暡棾暢暎国外将大量输血导致的酸中毒暍低体温暍凝
血病称之为暟致死三联征暠暡棿暢暎目前国内外临床输
血普遍采用成分输血棳大量出血患者由于短时间内
连续丢失大量全血棳如果在抢救患者时忽视大量输
血时的输注比例棳极有可能造成稀释性血小板减
少暍凝血因子稀释性降低从而致使患者出现稀释性
凝血功能障碍暍斈斏斆等棳导致患者病死率升高暎到
目前为止关于大量输血时血液成分的输血比例仍

未有定论棳输血比例对大量输血患者生存率或死亡
率的影响亦有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结论棳因此本文
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大量输血中血液成分的输

注比例领域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棳为将来在临床应
用及实践中提供一定依据暎
棻 大量输血定义的新内涵

大量输血是指患者在棽棿旇内的输血量达到自
身全部血容量或棽棿旇内输血量达到棻棸斦 红细
胞暡椀暢棳这一传统定义因为忽视病情严重而在输血量
不到棻棸斦阈值的时候就已经死亡的患者或者追踪
到更多的死亡风险较小但棽棿旇累积输血量超过棻棸
斦红细胞的患者而产生生存偏倚暡椂暢棳也有研究将大
量输血定义为椂旇内输注曒棻棸斦红细胞或棻旇内
输注曒棾斦红细胞或棾旇内输血量超过自身血容量
的椀棸棩暡椃暢暎由于国际文献资料中并无大量输血的
标准定义棳而棽棿旇输血量曒棻棸斦红细胞的定义又
会导致生存偏倚棳斚旍斾旘旓旟斾等暡椄暢因此将患者入院任
意棿旇内的输血量曒椀斦红细胞作为大量输血定
义棳并建议采用时间依赖变量模型以避免生存偏
倚暎斱斸旚旚斸等暡椆暢综合大量输血的棾种定义棳即椇棽棿旇
内输注曒棻棸斦红细胞暍椂旇内输注曒椂斦红细胞与
棿旇内曒椀斦红细胞棳认为第棾种定义覆盖范围最
广棳而传统定义棬棽棿旇内输注曒棻棸斦红细胞棭却将
棿棸棩暙椀椀棩的严重出血患者以及椄棽棩的产科出血
患者排除在外暎斢旈旐旐旙等暡棻棸暢首次采用平均输注速
率棬旐斿斸旑旈旑旀旛旙旈旓旑旘斸旚斿旙棳斖斏斠棭对大量输血创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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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研究棳并通过斆旓旞回归模型以及逐步斆旓旞回归
模型发现只有血浆输注速率棬旐旍棷旐旈旑棭这一指标在
两种模型中均有统计学意义暎斖旓旘斿旑等暡棻棻暢认为以
输注速率椌棿斦棷旇红细胞作为大量输血新的定义
能够及早发现那些死亡风险比较大但按照传统定

义却未能及时发现的患者暎以上大量输血定义均
未考虑血小板暍血浆等红细胞之外的其他血液成分
输注棳斠斸旇斺斸旘等暡棻棽暢通过开展严重创伤所致输血的
前瞻性多中心观察研究棬旔旘旓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旓斺旙斿旘旜斸旚旈旓旑斸旍
旐旛旍旚旈斻斿旑旚斿旘旐斸旉旓旘旚旘斸旛旐斸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 棳斝斠斚斖灢
斖斣斣棭提出复苏强度棬旘斿旙旛旙斻旈旚斸旚旈旓旑旈旑旚斿旑旙旈旚旟棳斠斏棭
以衡量创伤患者早期失血严重程度棳即棻斠斏棬斦棭椊
棻斕晶体液或棸灡椀斕胶体液或棻斦红细胞或棻斦血
浆或椂斦单采血小板棳患者入院棾棸旐旈旑内复苏强
度斠斏曒棿斦与患者椂旇死亡率显著相关暎由于传
统定义无法反映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棳斢斸旜斸旂斿
等暡棻棾暢提出暟危急管理阈值暠棬斻旘旈旚旈斻斸旍斸斾旐旈旑旈旙旚旘斸旚旈旓旑
旚旇旘斿旙旇旓旍斾棳斆斄斣棭即以创伤后首个棽棿旇内输注棾
斦棷旇红细胞作为大量输血新的定义棳这样能够及早
发现需要大量输血的创伤患者而且能有效避免生

存偏倚暎斒旘斢斖以斆斄斣作为大量输血的定义进行
的一项初步研究认为棳患者呼气末斆斚棽椉棾椀旐旐斎旂
可以作为一项独立临床指标来评估患者入院椂旇
内是否满足斆斄斣阳性的标准棳从而更好的评估患
者是否需要进行大量输血暡椃暢棳但由于该研究样本只
有椂椃例患者棳样本量过小导致统计效能较低棳尚需
扩大样本量进行进一步研究暎斢旇旘旓旟斿旘等暡棻棿暢对曑
棻棿岁棳斘斿旀旀等暡棻椀暢对曑棻椄岁创伤患者的研究认为棳
按照体重计算棳入院后首个棽棿旇内以输注棿棸旐斕棷
旊旂的血液制品作为患儿大量输血的定义棳这为将
来儿科抢救预案提供了一定理论参考依据暎
棽 血液成分的输注比例与患者死亡率的关系

目前临床上采用的血液制品主要包括悬浮红

细胞暍洗涤红细胞暍去甘油解冻红细胞暍病毒灭火血
浆暍新鲜冰冻血浆以及机采血小板等暎虞芳等暡棻椂暢通
过对创伤后需大量输血的患者进行 旐斿旚斸分析认
为棳输注高比例血浆及红细胞棬曒棻暶棽棭可显著降低
创伤后需要大量输血救治患者短期棬棽棿旇棭和长期
死亡率棬棾棸斾棭棳且高比例血浆及红细胞输注的患者
的棽棿旇生存率显著提高棳该研究将血浆红细胞的
输注比例与患者入院时间相结合棳通过生存分析方
法分析患者的输注比例与患者生存时间之间的关

系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存偏倚棳但由于纳入文
献缺乏前瞻性研究文献棳且仅讨论了血浆与红细胞
输注比例棳缺乏对其他血液成分棳比如血小板棳冷沉
淀等输注情况的进一步分析棳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影
响患者的生存率或死亡率暎该旐斿旚斸分析所涉及文
献研究全部来自国外棳故研究结论推广应用至国内
尚需进一步研究暎文贤慧等暡棻椃暢对某医院大量输血

患者根据其凝血功能分组棳建议凝血功能异常的患
者新鲜冰冻血浆与红细胞的比例为棽暶棻棳而凝血功
能正常的患者该比例建议为棻暶棻棳以减少稀释性凝
血功能障碍和高血容量的发生暎国内研究对产后
大出血患者暍多发伤合并创伤性凝血病患者进行大
量输血研究认为浓缩红细胞与血浆比例为棻暶棻方
案进行输血治疗效果最理想暡棻椄灢棽棸暢暎张广暖暡棽棻暢对创
伤后失血的患者进行的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高比

例的血浆与红细胞输注棬曒棻暶棻棭有利于预防创伤
性失血患者发生凝血功能障碍棳降低患者住院期间
红细胞输注总量暎项嘉亮等暡棽棽暢对广东省某医院椄棿
例大量输血患者研究表明大量输血期间按照血浆

暶冷沉淀暶红细胞曒棻暶棻暶棻的输注比例进行输血
治疗棳可降低凝血功能障碍发生率暎国内研究以对
创伤性大量输血患者进行高比例棬曒棻暶棻棭输注为
主要结论棳对于包括产科在内的大量输血患者一般
以等比例棬棻暶棻棭输注为研究结论暎但国内大多以
大量输血的传统定义为基础开展研究棳未提及如何
避免生存偏倚的问题暎

国外斈斿旍斸旑斿旟等暡棽棾暢通过多器官功能障碍评分
系统棬旐旛旍旚旈旔旍斿旓旘旂斸旑斾旟旙旀旛旑斻旚旈旓旑旙斻旓旘斿棳殼斖斚斈斢棭
对棾棽棿例进行过心脏外科手术的大量输血患者研
究认为棳患者单纯输注高比例血浆与红细胞棬曒棻暶
棻棭能够显著降低患者椃斾及棽椄斾殼斖斚斈斢得分棬若
患者死亡棳则殼斖斚斈斢评分赋值最高棽棿分棭棳单纯
输注高比例血小板与红细胞棬曒棻暶棻棭能够显著降
低患者椃斾及棽椄斾殼斖斚斈斢得分棳但棽种血液成分
共同输注的输注比例对殼斖斚斈斢无交互作用椈斆旓旞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发现输注高比例血浆与红细胞

能显著降低患者死亡风险棳但未发现血小板与红细
胞输注比例与患者死亡风险有显著关联棳其原因
及相关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暎斖斿旙斸旘等暡棽棿暢在棽棸棸椆
棴棽棸棻棽年对椄椂椀例大量输血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棳
发现该项研究中椆棸棩的大量输血患者属于非创伤
性患者棳其高比例棬棻灡棸暶棸灡椆棭或低比例棬棻灡棸暶棾灡棸棭
输注血浆与红细胞对患者棾棸斾生存率无显著影响棳
这与斈斿旍斸旑斿旟部分研究结论不同棳与斣斿旈旞斿旈旘斸等暡棽椀暢

对大量输血的非创伤患者研究认为血浆与红细胞

输注比例椌棻暶棾能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的结论也
不同棳究其原因可能是 斖斿旙斸旘的研究属于单中心回
顾性研究棳而且 斖斿旙斸旘的研究仍然采用大量输血的
传统定义棳即棽棿旇内输血量超过棻棸斦红细胞棳因
而无法避免患者生存时间导致的时间依赖性偏倚棳
也无法准确分析患者出血速度等因素棳故而可能影
响相应的结论暎斝斿旘斸旍旚斸等暡棽椂暢对接受大量输血治疗
的创伤患者研究认为棳与输注低比例的新鲜冰冻血
浆红细胞棬椉棻灡棸暶棻灡椀棭相比棳患者在创伤发生后的
棿旇内及早输注高比例的新鲜冰冻血浆红细胞棬曒
棻灡棸暶棻灡椀棭均可显著降低患者粗死亡率及多器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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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衰竭发生率棳该结论同样适用于血小板与红细胞
输注比例暡棽椃暢棳高比例血浆与红细胞输注降低患者死
亡率的结论只能在创伤后的棿旇内观察到棳故而作
者认为棽棿旇输注所观察到的生存优势可能是棿旇
输注的生存优势的暟稀释作用暠暎虽然以棿旇而不
是棽棿旇作为终点时间分析输注比例对患者死亡率
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生存偏倚的影响棳但
这棽项回顾性研究样本量均较小棳前者椃椃例棳后者
椀椄例棳且回顾性研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要求需要开
展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前瞻性研究以证实该研究结

论暎斖斸旡旡斿旀旀旈等暡棽椄暢对棿椀棽例大量输血的心脏手术
患者单中心回顾分析表明棳与中比例棬棻暶棻暙棻暶棽棭
和低比例棬椉棻暶棽棭比较棳高比例血浆与红细胞输注
棬椌棻暶棻棭能够提高患者的棾棸斾生存率棳但有增加患
者房颤的风险棳而 斎旓旍斻旓旐斺等暡棽椆暢却认为创伤患者
早期按照棻暶棻暶棽输注血浆暍血小板与红细胞与按
照棻暶棻暶棻输注患者的棽棿旇及棾棸斾死亡率并无显
著差别棳二者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来自于研究设
计棳前者是回顾性研究棳而后者属于前瞻性研究棳在
研究对象随机进入不同队列后实施干预棳研究过程
中对临床医生实施盲法棳后期棽棿旇内完成随访棳而
且样本量客观棬椂椄棸例棭棳因而后者的因果关联强于
前者棳但后者并未对血浆暍血小板与红细胞的比例
进行独立研究棳因而无法单独分析不同血液成分的
输注比例对患者死亡率的影响暎斖旓旑旚斸旑等暡棾棸暢对
进行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的腹主动脉瘤破裂患者

棬旘旛旔旚旛旘斿斾斸斺斾旓旐旈旑斸旍斸旓旘旚旈斻斸旑斿旛旘旟旙旐旙棳旘斄斄斄旙棭研
究认为棳腔内修复的大量输血患者比开腹修复的患
者需要较低的血浆红细胞输注比例和血小板红细

胞输注比例棳开腹修复的腹主动脉瘤破裂患者在进
行大量输血时其血浆与红细胞输注比例接近于棻暶
棻时死亡风险较低棳但血小板与红细胞输注比例对
死亡率无显著影响棳这与 斖斿旂旇斸旑斈斿旍斸旑斿旟对进行
大量输血的心外科手术患者关于血小板对死亡率

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棳但由于该项回顾性
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棳所以尚需针对大量输血的腹主
动脉瘤破裂患者开展进一步前瞻性随机化研究以

得出血液成分的最佳输注比例以及最佳输注时间

等更为客观的结论暎斒旓旑斿旙等暡棾棻暢对棽棸棸椃棴棽棸棻椀年
的棽棻篇文献进行综述棳发现大部分文献认为血浆暍
血小板与红细胞之间的输注比例接近或等于棻暶棻
暶棻时棳大量输血的创伤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棳其
生存优势最显著棳但由于纳入研究的文献较多属于
观察性研究或回顾性研究棳无法对某些潜在的混杂
因素进行有效控制棳比如患者输血时间棳输血前输
注晶体液的量棳患者的体温以及部分缺失数据等棳
因而未来需要采用时间依赖的变量分析方法棳比如
斆旓旞风险比例模型减少生存偏倚棳采用随机化临床
试验比如最优血小板血浆输注比例的实用性随机

试验棬旚旇斿旔旘斸旂旐斸旚旈斻旘斸旑斾旓旐旈旡斿斾旓旔旚旈旐斸旍旔旍斸旚斿旍斿旚
斸旑斾旔旍斸旙旐斸旘斸旚旈旓旙棳斝斠斚斝斝斠棭来确定最优输注比
例并且评估不同输注比例对患者死亡率的影响暎
斔旛斾旓旚等暡棾棽暢对日本棽棻例大量输血患者研究认为椂
旇内新鲜冰冻血浆与红细胞的输注比例棬椌棻灡棸暶
棻灡椀棳棻灡棸暶棻灡椀暙棻暶棽棳椉棻暶棽棭与患者死亡率并无
显著相关棳虽然该研究匹配了患者的人口学特征暍
斏斢斢得分暍修订创伤评分棬斠斣斢棭棳创伤严重度得分
棬斣斠斏斢斢棭以及大量输血的原因等可能导致混杂的
多种因素棳但该研究属于单中心研究棳而且日本与
欧美国家创伤患者及创伤治疗体系有诸多不同可

能导致不同的结论暎斝斸旍旐旈斿旘旈等暡棾棾暢对棻椄岁以下的
大量输血烧伤儿童棬烧伤程度椌棽棸棩体表面积棭研
究结果表明棳输注比例为棻暶棿与棻暶棻的患者在
斝斣暍斄斝斣斣暍斏斘斠等指标并无显著差异棳输注比例
棻暶棻的患者斆反应蛋白与抗凝血酶高于棻暶棿的患
者棳可能与棻暶棻输注较多血浆有关棳而后者正是新
鲜冰冻血浆成分之一棳但值得注意的是斆蛋白具有
抗凝与抗炎双重功能棳故棻暶棻对烧伤患者的输注
应慎重应用及推广暎斠斸旑旊旈旑等暡棾棿暢认为到目前为
止棳关于脊柱骨科手术中大量失血患者的血液成分
最优输注比例并无定论棳故而在探讨骨科手术中大
量失血患者的输注比例时发现血浆与红细胞等比

例输注使术中大量失血的患者棻年存活率达到
椃椆灡棻椃棩棳虽然血浆与红细胞输注比例棬棻暶棻棭暍血小
板与红细胞的输注比例棬棻暶棿棭与术中大量失血患
者的凝血指标波动显著相关棳但该输注比例也有助
于患者术后其凝血指标恢复到其术前水平暎由于
该研究属于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且样本量偏小棳患者
大失血的具体时间暍实验室检查数据无法获得等棳
故研究结论可能受选择性偏倚及信息偏倚的影响棳
该结论外推至其他病种暍其他医疗机构尚需慎重暎
斖旛旘旔旇旟等暡棾椀暢在总结现有关于抢救失控性大出血
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棳根据斝斠斚斝斝斠结果显示在抢
救严重损伤暍休克以及失控性出血患者时按照血
浆暍血小板暍红细胞三者间输注比例棻暶棻暶棻输注
有助于降低患者因出血导致的死亡率棳但斆旘斿旂旓旘旟
等暡棾椂暢认为在大量输血预案中血浆暍红细胞暍血小板
按照棻暶棻暶棻的输注比例不是最优输注比例棳因为
棾种血液成分的等比例输注忽视了成分血液中添加
的额外的液体成分棳比如抗凝剂以及保养液等棳虽
然等比例输注仍然能够达到止血的目的棳但却不是
最优输注比例棳综合红细胞压积值与凝血因子水
平棳在抢救创伤患者大量输血时的最优输注比例范
围在棻暶棻与棻暶棾之间更为合适暎
棾 总结

综上所述棳在未来的临床输血实践中大量输血
的定义理应重新审视棳结合大量输血的输血时间暍
创伤类型棬穿透性或闭合性棭暍凝血状态以及血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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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输注比例棳全面而合理地评估不同血液成分的
相同输注比例或相同血液成分的不同输注比例甚

至是不同血液成分的不同输注比例对大量输血患

者的生存状态或死亡率的影响棳并探讨不同血液成
分共同输注是否对大量输血患者的生存率或死亡

率存在交互作用椈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全面调查
每一例研究对象的基础资料棳科学严谨地选择研究
对象棳尽量避免选择性偏倚和信息偏倚棳针对大量
输血患者的输血原因暍凝血状态暍家族基因多态性
等因素开展分层研究棳剔除潜在的混杂偏倚棳从而
进一步揭示血液成分输注比例对患者生存率或死

亡率之间的关系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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旚旇斿斻旍旈旑旈斻斸旍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旙旓旀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斻斸旔旚旛旘斿斾旛旙旈旑旂
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斾斿旀旈旑旈旚旈旓旑旙旓旀旐斸旙旙旈旜斿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椲斒椵棶斨旓旞灢
斢斸旑旂旛旈旑旈旙棳棽棸棻棿棳棻棸椃椇椂棸棴椃棸棶

椲棻棸椵斢旈旐旐旙斉斠棳斎斿旑旑旈旑旂旙斈斕棳斎斸旛斻旇斄棳斿旚斸旍棶斏旐旔斸斻旚旓旀
斏旑旀旛旙旈旓旑斠斸旚斿旙旓旀斊旘斿旙旇斊旘旓旡斿旑斝旍斸旙旐斸斸旑斾斝旍斸旚斿旍斿旚旙
斈旛旘旈旑旂旚旇斿斊旈旘旙旚棻椄棸 斖旈旑旛旚斿旙旓旀斠斿旙旛旙斻旈旚斸旚旈旓旑椲斒椵棶
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旚旇斿斄旐斿旘旈斻斸旑斆旓旍旍斿旂斿旓旀斢旛旘旂斿旓旑旙棳棽棸棻棿棳

棽棻椆椇棻椄棻棴棻椄椄棶
椲棻棻椵斖旓旘斿旑斄斖棳斎斸旐旔旚旓旐斈棳斈旈旂旂旙斅棳斿旚斸旍棶斠斿斻旛旘旙旈旜斿

斝斸旘旚旈旚旈旓旑旈旑旂斏斾斿旑旚旈旀旈斿旙斍旘斿斸旚斿旘斣旇斸旑棿旛旑旈旚旙旓旀斝斠斅斆棫旙
斝斿旘斎旓旛旘斸旙斸旑斏旐旔旘旓旜斿斾斖斸旙旙旈旜斿斣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斈斿旀旈旑旈灢
旚旈旓旑椲斒椵棶斒斣旘斸旛旐斸斄斻旛旚斿斆斸旘斿斢旛旘旂棳棽棸棻椀棳椃椆椇椆棽棸棴
椆棽棿棶

椲棻棽椵斠斸旇斺斸旘斉棳斊旓旞斉斉棳斾斿旍斒旛旑斻旓斈斒棳斿旚斸旍棶斉斸旘旍旟旘斿旙旛旙灢
斻旈旚斸旚旈旓旑旈旑旚斿旑旙旈旚旟斸旙斸旙旛旘旘旓旂斸旚斿旀旓旘斺旍斿斿斾旈旑旂旙斿旜斿旘旈旚旟
斸旑斾斿斸旘旍旟旐旓旘旚斸旍旈旚旟旈旑旚旇斿斝斠斚斖斖斣斣旙旚旛斾旟椲斒椵棶斒
斣旘斸旛旐斸斄斻旛旚斿斆斸旘斿斢旛旘旂棳棽棸棻棾棳椃椀椇斢棻椂棴棽棾棶

椲棻棾椵斢斸旜斸旂斿斢斄棳斱斸旘旡斸旛旘斅斕棳斆旘旓斻斿斖斄棳斿旚斸旍棶斠斿斾斿旀旈旑旈旑旂
旐斸旙旙旈旜斿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旝旇斿旑斿旜斿旘旟旙斿斻旓旑斾斻旓旛旑旚旙椲斒椵棶斒
斣旘斸旛旐斸斄斻旛旚斿斆斸旘斿斢旛旘旂棳棽棸棻棾棳椃棿椇棾椆椂棴棿棸棽棶

椲棻棿椵斢旇旘旓旟斿旘斖斆棳斍旘旈旀旀旈旑斠斕棳斖旓旘旚斿旍旍斸旘旓斨斉棳斿旚斸旍棶斖斸旙灢
旙旈旜斿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旈旑旔斿斾旈斸旚旘旈斻旚旘斸旛旐斸椇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旚旇斿
斘斸旚旈旓旑斸旍斣旘斸旛旐斸斈斸旚斸斺斸旑旊椲斒椵棶斒斢旛旘旂斠斿旙棳棽棸棻椂棳
棽棸椄椇棻椂椂棴棻椃棽棶

椲棻椀椵斘斿旀旀斕斝棳斆斸旑旑旓旑斒斪棳斖旓旘旘旈旙旓旑斒斒棳斿旚斸旍棶斆旍斿斸旘旍旟斾斿灢
旀旈旑旈旑旂旔斿斾旈斸旚旘旈斻旐斸旙旙旈旜斿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椇斆旛旚旚旈旑旂旚旇旘旓旛旂旇
旚旇斿旀旓旂斸旑斾旀旘旈斻旚旈旓旑旝旈旚旇斻旓旐斺斸旚斾斸旚斸棶椲斒椵棶斒斣旘斸旛旐斸
斄斻旛旚斿斆斸旘斿斢旛旘旂棳棽棸棻椀棳椃椄椇棽棽棴棽椆棶

椲棻椂椵虞芳棳钟涛棳武钢棶输注高棷低比例血浆及红细胞对
创伤后需大量输血救治患者疗效的旐斿旚斸分析椲斒椵棶南
方医科大学学报棳棽棸棻椃棳棾椃棬棻棭椇棻棻椆棴棻棽棾棶

椲棻椃椵文贤慧棳刘凤霞棳张军华棳等棶大量输血时血浆与红
细胞的比例探讨椲斒椵棶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棳棽棸棻棿棳棽棽
棬棾棭椇椄棽椀棴椄棽椄棶

椲棻椄椵陈淑芬棶不同比例血浆和浓缩红细胞输注对产后大出
血患者的效果观察椲斒椵棶中国卫生标准管理棳棽棸棻椀棳椂
棬棾棸棭椇棻椃椃棴棻椃椄棶

椲棻椆椵刘桂芳棳金勇棳夏和凤棶产后出血患者大量输血治疗
时血浆和红细胞的比例对凝血功能的影响椲斒椵棶江苏
医药棳棽棸棻椂棳棿棽棬棻棿棭椇棻椀椃椆棴棻椀椄棻棶

椲棽棸椵崔锐红棳李俊杰棳陈实棳等棶等比例成分输血治疗多
发伤并发创伤性凝血病疗效研究椲斒椵棶临床急诊杂志棳
棽棸棻椀棬棻棽棭椇椆棻棽棴椆棻椂棶

椲棽棻椵张广暖棶不同比例血浆和红细胞对创伤性失血患者救
治的影响研究椲斒椵棶中国卫生标准管理棳棽棸棻椀棳椂棬棾棽棭椇
棻椆椆棴棽棸棸棶

椲棽棽椵项嘉亮棳黄伟刚棳陈炎添棶输注不同比例的血浆暍冷
沉淀暍红细胞对大量输血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椲斒椵棶中
国医学工程棳棽棸棻椀棳棻棿棬椀棭椇椄椂棴椄椃棶

椲棽棾椵斈斿旍斸旑斿旟斖棳斢旚斸旘旊斝斆棳斢旛旇斖棳斿旚斸旍棶斖斸旙旙旈旜斿斣旘斸旑旙灢
旀旛旙旈旓旑旈旑斆斸旘斾旈斸斻斢旛旘旂斿旘旟椇斣旇斿斏旐旔斸斻旚旓旀斅旍旓旓斾斆旓旐灢
旔旓旑斿旑旚斠斸旚旈旓旙旓旑斆旍旈旑旈斻斸旍斚旛旚斻旓旐斿旙斸旑斾斢旛旘旜旈旜斸旍椲斒椵棶
斄旑斿旙旚旇斄旑斸旍旂棳棽棸棻椃棳棻棽棿椇棻椃椃椃棴棻椃椄棽棶

椲棽棿椵斖斿旙斸旘斣棳斕斸旘斿旑旚旡斸旊旈旙斄棳斈旡旈旊斪棳斿旚斸旍棶斄旙旙旓斻旈斸旚旈旓旑
斅斿旚旝斿斿旑斠斸旚旈旓旓旀斊旘斿旙旇斊旘旓旡斿旑斝旍斸旙旐斸旚旓斠斿斾斅旍旓旓斾
斆斿旍旍旙斈旛旘旈旑旂 斖斸旙旙旈旜斿斣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斸旑斾斢旛旘旜旈旜斸旍斄灢
旐旓旑旂斝斸旚旈斿旑旚旙斪旈旚旇旓旛旚斣旘斸旛旐斸旚旈斻斏旑旉旛旘旟椲斒椵棶斄斖斄
斢旛旘旂棳棽棸棻椃棳棻椀棽椇椀椃棿棴椀椄棸棶

椲棽椀椵斣斿旈旞斿旈旘斸斝斍棳斏旑斸斺斸斔棳斔斸旘斸旐斸旑旓旙斉棳斿旚斸旍棶斣旇斿旙旛旘灢
旜旈旜斸旍旈旐旔斸斻旚旓旀旔旍斸旙旐斸旚旓旘斿斾斺旍旓旓斾斻斿旍旍旘斸旚旈旓旈旑旐斸旙灢
旙旈旜斿旍旟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斿斾旑旓旑灢旚旘斸旛旐斸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椲斒椵棶斉旛旘斒斣旘斸旛灢

暏椄棻椄暏



第棻棸期 辛峰棳等棶血液成分的输血比例对大量输血患者死亡率影响

旐斸斉旐斿旘旂斢旛旘旂棳棽棸棻椃棳棿棾椇棾椆棾棴棾椆椄棶
椲棽椂椵斝斿旘斸旍旚斸斠棳斨旈旉斸旟斄棳斉旍灢斖斿旑旟斸旘斄棳斿旚斸旍棶斉斸旘旍旟旇旈旂旇

旘斸旚旈旓旔旍斸旚斿旍斿旚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旈旑旚旘斸旛旐斸旘斿旙旛旙斻旈旚斸旚旈旓旑斸旑斾
旈旚旙旓旛旚斻旓旐斿旙椲斒椵棶斏旑旚斒斆旘旈旚斏旍旍旑斏旑旉斢斻旈棳棽棸棻椂棳椂椇棻椄椄棴
棻椆棾棶

椲棽椃椵斝斿旘斸旍旚斸斠棳斨旈旉斸旟斄棳斉旍灢斖斿旑旟斸旘斄棳斿旚斸旍棶斣旘斸旛旐斸旘斿灢
旙旛旙斻旈旚斸旚旈旓旑旘斿旕旛旈旘旈旑旂旐斸旙旙旈旜斿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椇斸斾斿旙斻旘旈旔灢
旚旈旜斿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旚旇斿旘旓旍斿旓旀旘斸旚旈旓斸旑斾旚旈旐斿椲斒椵棶斪旓旘旍斾斒
斉旐斿旘旂斢旛旘旂棳棽棸棻椀棳棻棸椇棾椂棶

椲棽椄椵斖斸旡旡斿旀旀旈斖斄棳斆旇旘旈旙旙斉棳斈斸旜旈旙斔棳斿旚斸旍棶斚旔旚旈旐斸旍
斝旍斸旙旐斸斣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旈旑斝斸旚旈斿旑旚旙旛旑斾斿旘旂旓旈旑旂斆斸旘斾旈斸斻
斚旔斿旘斸旚旈旓旑旙斪旈旚旇斖斸旙旙旈旜斿斣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椲斒椵棶斄旑旑斣旇旓灢
旘斸斻斢旛旘旂棳棽棸棻椃棳棻棸棿椇棻椀棾棴棻椂棸棶

椲棽椆椵斎旓旍斻旓旐斺斒斅棳斣旈旍旍斿旟斅斆棳斅斸旘斸旑旈旛旊斢棳斿旚斸旍棶斣旘斸旑旙旀旛灢
旙旈旓旑旓旀旔旍斸旙旐斸棳旔旍斸旚斿旍斿旚旙棳斸旑斾旘斿斾斺旍旓旓斾斻斿旍旍旙旈旑斸棻椇棻椇
棻旜旙斸棻椇棻椇棽旘斸旚旈旓斸旑斾旐旓旘旚斸旍旈旚旟旈旑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旝旈旚旇旙斿灢
旜斿旘斿旚旘斸旛旐斸椇旚旇斿斝斠斚斝斝斠旘斸旑斾旓旐旈旡斿斾斻旍旈旑旈斻斸旍旚旘旈斸旍
椲斒椵棶斒斄斖斄棳棽棸棻椀棳棾棻棾椇棿椃棻棴棿椄棽棶

椲棾棸椵斖旓旑旚斸旑斆棳斎斸旐旐斸旘斦棳斪旈旊旐斸旑斄棳斿旚斸旍棶斖斸旙旙旈旜斿
斅旍旓旓斾斣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旈旑斝斸旚旈斿旑旚旙旝旈旚旇斠旛旔旚旛旘斿斾斄斺斾旓旐旈灢
旑斸旍斄旓旘旚旈斻斄旑斿旛旘旟旙旐椲斒椵棶斉旛旘斒斨斸旙斻斉旑斾旓旜斸旙斻斢旛旘旂棳
棽棸棻椂棳椀棽椇椀椆椃棴椂棸棾棶

椲棾棻椵斒旓旑斿旙斄斠棳斊旘斸旡旈斿旘斢斔棶斄旙旙旓斻旈斸旚旈旓旑旓旀斅旍旓旓斾斆旓旐旔旓灢
旑斿旑旚斠斸旚旈旓斪旈旚旇斆旍旈旑旈斻斸旍斚旛旚斻旓旐斿旙旈旑斝斸旚旈斿旑旚旙斄旀旚斿旘
斣旘斸旛旐斸斸旑斾斖斸旙旙旈旜斿斣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椇斄斢旟旙旚斿旐斸旚旈斻斠斿灢

旜旈斿旝椲斒椵棶斄斾旜斉旐斿旘旂斘旛旘旙斒棳棽棸棻椂棳棾椄椇棻椀椃棴棻椂椄棶
椲棾棽椵斔旛斾旓斈棳斢斸旙斸旊旈斒棳斄旊斸旈旙旇旈斢棳斿旚斸旍棶斉旀旀旈斻斸斻旟旓旀斸旇旈旂旇

斊斊斝椇斝斠斅斆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旘斸旚旈旓旓旑旚旇斿旙旛旘旜旈旜斸旍旓旀旙斿旜斿旘斿灢
旍旟旈旑旉旛旘斿斾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椇斸旘斿旚旘旓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旙旚旛斾旟旈旑斸旙旈旑旂旍斿
旚斿旘旚旈斸旘旟斿旐斿旘旂斿旑斻旟斻斿旑旚斿旘旈旑斒斸旔斸旑椲斒椵棶斢旛旘旂斿旘旟斣旓灢
斾斸旟棳棽棸棻棿棳棿棿椇椂椀棾棴椂椂棻棶

椲棾棾椵斝斸旍旐旈斿旘旈斣斕棳斍旘斿斿旑旇斸旍旂旇斈斍棳斢斿旑斢棶斝旘旓旙旔斿斻旚旈旜斿
斻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旓旀旔斸斻旊斿斾旘斿斾斺旍旓旓斾斻斿旍旍灢旚旓灢旀旘斿旙旇旀旘旓旡斿旑
旔旍斸旙旐斸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旘斸旚旈旓旓旀棿椇棻旜斿旘旙旛旙棻椇棻斾旛旘旈旑旂斸灢
斻旛旚斿旐斸旙旙旈旜斿斺旛旘旑斿旞斻旈旙旈旓旑椲斒椵棶斒斣旘斸旛旐斸斄斻旛旚斿斆斸旘斿
斢旛旘旂棳棽棸棻棾棳椃棿椇椃椂棴椄棾棶

椲棾棿椵斠斸旑旊旈旑斈棳斱旛旍斿旚斸灢斄旍斸旘斻旓旑斄棳斢旓旂旇旓旐旓旑旟斸旑斢棳斿旚斸旍棶
斖斸旙旙旈旜斿斺旍旓旓斾旍旓旙旙旈旑斿旍斿斻旚旈旜斿旙旔旈旑斸旍斸旑斾旓旘旚旇旓旔斿斾旈斻
旙旛旘旂斿旘旟椇斠斿旚旘旓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旘斿旜旈斿旝旓旀旈旑旚旘斸旓旔斿旘斸旚旈旜斿旚旘斸旑旙灢
旀旛旙旈旓旑旙旚旘斸旚斿旂旟椲斒椵棶斒斆旍旈旑斄旑斿旙旚旇棳棽棸棻椃棳棾椃椇椂椆棴椃棾棶

椲棾椀椵 斖旛旘旔旇旟斆斎棳斎斿旙旙斒斠棶斖斸旙旙旈旜斿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椇旘斿斾
斺旍旓旓斾斻斿旍旍旚旓旔旍斸旙旐斸斸旑斾旔旍斸旚斿旍斿旚旛旑旈旚旘斸旚旈旓旙旀旓旘旘斿旙旛旙灢
斻旈旚斸旚旈旓旑旓旀旐斸旙旙旈旜斿旇斿旐旓旘旘旇斸旂斿椲斒椵棶斆旛旘旘斚旔旈旑斎斿旐斸灢
旚旓旍棳棽棸棻椀棳棽棽椇椀棾棾棴椀棾椆棶

椲棾椂椵斍旘斿旂旓旘旟斒斄棳斎旛旈旚旘旓旑斢斢棳斍斿旓旘旂斿斄斄棳斿旚斸旍棶斚旔旚旈旐旈灢
旡旈旑旂斣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斠斸旚旈旓旙旈旑斖斸旙旙旈旜斿斣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斝旘旓灢
旚旓斻旓旍旙椇斄旑斄旘旂旛旐斿旑旚斄旂斸旈旑旙旚旚旇斿棻椇棻椇棻斈旓旂旐斸斸旑斾
斄旔旔旘旓斸斻旇旚旓斣旘斸旛旐斸斠斿旙旛旙斻旈旚斸旚旈旓旑椲斒椵棶斕斸斺旓旘斸旚旓旘旟
斖斿斾旈斻旈旑斿棳棽棸棻椀棳棿椂椇斿棿椂棴斿椀棽棶

棬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椃灢棸棿灢棽椂棭

暏椆棻椄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