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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亚甲蓝光化学法（ＭＢＰ）病毒灭活血浆在１年保存期内不同时间点成分的质量变化。

方法　３０人份全血制备新鲜血浆和病毒灭活新鲜血浆，同一人份制备的新鲜血浆分两组留样，一组为不灭活的新鲜

血浆，另一组为病毒灭活后新鲜血浆，分别检测每组样本保存不同时间后的凝血因子活性和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含量

的变化。结果　病毒灭活前后ＦⅡ：Ｃ、ＦⅤ：Ｃ、ＦⅦ：Ｃ、ＦⅧ：Ｃ、ＦⅨ：Ｃ、ＦⅩ：Ｃ的含量比较发现，灭活前后血浆凝血因

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Ｆｉｂ的含量在病毒灭活前后有差异。同时还发现，ＦⅡ：Ｃ、ＦⅤ：Ｃ、ＦⅦ：Ｃ和ＦⅩ：Ｃ

的含量在冻存期间呈缓慢下降趋势，在冻存１２个月时含量还能维持在７０％以上。而ＦⅧ：Ｃ和ＦⅨ：Ｃ在冻存后含

量迅速下降，在冻存１２个月时含量仅维持在３０％～５０％。Ｆｉｂ在冻存期间的含量也呈逐渐下降趋势，在冻存１２个

月时含量约维持在６０％。结论　作者认为应加强对病毒灭活血浆质量标准及血制品冻存等操作规程的研究，在保

证输血安全的同时应确保输注血浆成分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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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甲蓝光化学法（ＭＢＰ）可有效地灭活血浆中的脂包膜病

毒，但该方法也不可避免地会损伤血浆中的活性成分［１］。为了

考察本血站在现有工作条件下病毒灭活血浆中成分的状况，作

者对病毒灭活前后的血浆进行抽样检测，研究病毒灭活过程对

血液质量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及分组　随机抽取２０１１年６月采集保存在２

～６℃冰箱内的３０份全血，按照标准操作规程制备新鲜血浆

和病毒灭活新鲜血浆。同１人份制备的新鲜血浆分两组，各留

取标本１０ｍＬ，并等分为５管，每管２ｍＬ，一组为不灭活的新鲜

血浆（未处理组），另一组为病毒灭活后新鲜血浆（处理组），两

组标本留样后冰冻保存。

１．２　耗材及仪器　凝血因子Ⅱ、Ⅴ、Ⅶ、Ⅷ、Ⅸ、Ⅹ、纤维蛋白原

（Ｆｉｂ）检测试剂盒（成都协和生物技术中心产品）、一次性使用

塑料血袋（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一次性使用病毒灭活装置配套用输血过滤器（山东中保康医疗

器具有限公司产品）、血浆病毒灭活柜（山东中保康医疗器具有

限公司产品）、大容量低温离心机（美国贺利氏公司产品）、全自

动血凝仪ＣＡ１５００（日本希森美康公司产品）等。

１．３　检测项目　分别于当月、６个月、８个月、１０个月和１２个

月对上述两组标本取样进行ＦⅡ：Ｃ、ＦⅤ：Ｃ、ＦⅦ：Ｃ、ＦⅧ：Ｃ、Ｆ

Ⅸ：Ｃ、ＦⅩ：Ｃ、Ｆｉｂ含量检测。

１．４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均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狋检验，犘＜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病毒灭活前后活性及Ｆｉｂ含量检测结果见表１。检测病毒

灭活前后６种凝血因子的含量比较发现，灭活后的含量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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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活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Ｆｉｂ的含量在病毒灭

活前后有差异，即灭活后的含量显著低于灭活前含量，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同时还发现，ＦⅡ：Ｃ、ＦⅤ：Ｃ、ＦⅦ：Ｃ

和ＦⅩ：Ｃ的含量在冻存期间当月、６个月、８个月、１０个月和

１２个月呈缓慢下降趋势，在冻存１２个月时含量还能维持在

７０％以上（表１）。而ＦⅧ：Ｃ和ＦⅨ：Ｃ在冻存后含量迅速下降，

在保存３个月时就已发生明显下降，约为正常值的７５％，在冻

存１２个月时含量仅维持在３０％～５０％。Ｆｉｂ在冻存期间的含

量也呈逐渐下降趋势，在冻存１２个月时含量约维持在６０％。

表１　血浆相关指标在病毒灭活前后及保存过程中的含量变化

项目 病毒 当月 ６个月 ８个月 １０个月 １２个月

ＦⅡ：Ｃ（Ｕ） 灭活前 ９２．２５±１４．６８ ８６．０７±１２．４８ ８０．５２±９．５２ ７５．２７±１０．７９ ７０．５１±１０．９１

灭活后 ９０．５５±１３．２６ ８７．４６±１３．７１ ８０．３８±１１．６９ ７６．３５±１２．１４ ７１．６３±１１．９７

ＦⅤ：Ｃ（Ｕ） 灭活前 ８５．２２±１９．４５ ８０．８２±７．８８ ７８．１７±１０．５８ ７２．７１±９．４７ ６９．４７±９．１８

灭活后 ８３．７３±１６．１８ ７４．１２±５．８６ ７２．８６±９．３１ ６６．７５±８．７８ ６４．３４±８．４７

ＦⅦ：Ｃ（Ｕ） 灭活前 ８６．１２±８．１２ ８３．２９±１３．９２ ７６．８４±１３．２７ ７３．５５±１４．０３ ７２．７２±１６．６２

灭活后 ８６．５８±８．２８ ８３．５３±１８．４５ ７９．５８±１２．３９ ７６．２７±１４．９４ ７０．５±１４．９５

ＦⅧ：Ｃ（Ｕ） 灭活前 ５８．９３±１５．６９ ４５．５３±１０．２９ ４１．４±１０．６８ ３４．９７±７．８８ ２８．８２±８．３３

灭活后 ５３．５７±１２．９５ ４４．３１±１１．３５ ４０．５２±１３．８３ ３２．３４±９．６１ ２８．３５±６．６８

ＦⅨ：Ｃ（Ｕ） 灭活前 ８７．４３±６．５８ ６６．２２±８．０７ ５７．６９±９．２３ ５５．７０±５．４４ ５１．５５±８．８８

灭活后 ８４．３７±１６．６５ ６１．４９±５．４ ５５．７６±７．８７ ５２．２１±９．３４ ４９．０４±６．６１

ＦⅩ：Ｃ（Ｕ） 灭活前 １０６．３１±１９．０５ ９３．００±１６．８０ ８８．１４±２０．０８ ８５．５３±１０．６１ ８２．８２±１０．１８

灭活后 １０２．８２±１５．６２ ９０．９７±１７．２５ ８６．６８±１９．０９ ８５．７２±１２．２７ ８０．７８±１０．０２

Ｆｉｂ（ｍｇ／ｄＬ） 灭活前 ２６５．５９±２９．３４ ２４９．２７±３６．６４ ２３０．１８±３６．３３ ２０３．６４±１５．１３ １７７．８６±１４．４１

灭活后 ２３８．３７±２５．６１ ２１１．７５±２６．３９ ２００．４５±３５．７８ １６８．６３±２７．６８ １５８．９±９．１５

３　讨　　论

ＭＢＰ对血浆中正常成分活性确有破坏作用，受影响最多

的为ＦⅧ和 Ｆｉｂ
［２］，损失分别可达到１３％～３３％ 和２４％～

３９％，但是这种程度的损失在临床应用中是可以接受的。因一

般以血液保存期间各种血液成分活力和功能降低的允许范围

作为参考［３４］。

在本研究中，血浆经亚甲蓝灭活处理后６种凝血因子（Ｆ

Ⅱ：Ｃ、ＦⅤ：Ｃ、ＦⅦ：Ｃ、ＦⅧ：Ｃ、ＦⅨ：Ｃ、ＦⅩ：Ｃ）的含量稍低于灭

活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Ｆｉｂ的含量在病毒灭活

前后有差异，说明了在病毒灭活处理的过程中，对６种凝血因

子的损伤比较小，而对Ｆｉｂ的影响较大。同时还发现，凝血因

子ＦⅡ：Ｃ、ＦⅤ：Ｃ、ＦⅦ：Ｃ和ＦⅩ：Ｃ的含量在冻存期间呈缓慢

下降趋势，在冻存１２个月时含量还能维持在７０％以上。而Ｆ

Ⅷ：Ｃ和ＦⅨ：Ｃ在冻存后含量迅速下降，在冻存１２个月时含量

仅维持在３０％～５０％，这些结果说明凝血因子ＦⅧ：Ｃ和ＦⅨ：

Ｃ在冻存过程中容易丢失，而其他几种凝血因子在冻存过程中

维持得比较好。另外，Ｆｉｂ在冻存期间的含量也呈逐渐下降趋

势，在冻存１２个月时含量约维持在６０％。

作者认为应加强对病毒灭活血浆质量标准及血制品冻存

等操作规程的研究，这样在保证输血安全的同时还确保了输注

血浆成分的疗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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