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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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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职业病医院收治的围手术期大量输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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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研究对象!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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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临床上重要的治疗方法*对围手术期出现大出血

的患者而言#虽然及时进行输血可挽救其生命#但其本身也可

能带来众多不良反应(

&

)

*特别是对于大量输血的患者而言#其

输血后凝血功能可能出现紊乱#不利于患者预后#严重者可引

起死亡*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对血制品的比例进行研究#通过

调整新鲜冰冻血浆$

GG,

%'红细胞$

)6-

%等的比例来降低输血

并发症#改善其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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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尚没有定论*本研究回顾

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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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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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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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职业病医院收治的围手术期大量输血患者
&!%

例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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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病历资料#计算所有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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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

V)

$

Aa>

#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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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

)

$

Aa>

#次"分%

!%P$a!P$ !&P%a!PL !%P&a!PJ &P(L

$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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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

NNV

O

%

&!JP'a!'P( &!%P'a!LPS &!(P'a!KP$ !P%'

$

%P%L

I6,

$

Aa>

#

NNV

O

%

JLP(a&'P! J&P'a&JP( JLP%a&LPS !P'%

$

%P%L

*

$

A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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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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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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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组输血前后的凝血功能%

Aa>

'

指标
输血前

低比例组$

#]$$

%中比例组$

#]'J

%高比例组$

#]&J

%

P =

输血后

低比例组$

#]$$

%中比例组$

#]'J

%高比例组$

#]&J

%

P =

,*

$

/

%

&!P$%a'P&%

)

&(P$%a(P'% &KP%%aKP$%

)

$PSS

#

%P%L !'P!%a&%PL%

)"

&$P(%aLPJ% !%P'%aJPJ%

"

KPL'

$

%P%L

9,**

$

/

%

''PJ%a$P'%

)

L%P'%a!!P$% '$PJ%a&&P'%

)

JPL%

#

%P%L L(PL%a!$PJ%

)"

KLPS%a&KP!% L!PS%a!KPS%

"

KP%K

$

%P%L

DQ) &P&$a%PL' &PK%a%PJ' &P!$a%PK! !PJJ

#

%P%L !P%La&P!S

"

&P$%a%PJ& &P('a%PS(

"

!P(S

$

%P%L

GD6

$

O

"

C

%

'P'!a%P$& 'P!La%PJ' 'P%Sa%PS& !PL$

$

%P%L &P!La%PL'

)"

&P(!a%P$L

"

&PKJa%PJ(

)"

JP%$

#

%P%L

!!

注!与组内输血前比较#

"

=

#

%P%L

&与同期中比例组比较#

)

=

#

%P%L

表
'

!!

'

组输血前后的血常规#血气分析及电解质%

Aa>

'

指标
输血前

低比例组$

#]$$

% 中比例组$

#]'J

% 高比例组$

#]&J

%

P =

输血后

低比例组$

#]$$

% 中比例组$

#]'J

% 高比例组$

#]&J

%

P =

V3

$

O

"

C

%

&&KP$%a'&P!% &%$PL%a'!P(% &&&PJ%a''P'% &PKS

$

%P%L &%'P&%a'%P(%

)%"

S'PJ%a!SPS%

"

SSPJ%a!%P!%

"

LP%'

#

%P%L

,C*

$

&̀%

(

"

C

%

&S%PL%aS'P!% &L$P'%aJLP$% &$!PJ%aJ%P'% !P&K

$

%P%L S(PS%a'LP$%

"

JSP!%a'!P$%

"

J!PL%a!(P!%

"

!PS(

$

%P%L

>

V JP'$a%P&% JP'Ka%P%( JP'La%P%S &P%'

$

%P%L JP'(a%P%S JP'Sa%P&% JPK%a%P%( %PSL

$

%P%L

V-\

'

#

$

NN54

"

C

%

!&P%%a'P$% !%PK%a'P'% !%P&%a'P%% %PJ%

$

%P%L !!PL%a'PL%

"

!!P&%a'PK%

"

!'P%%a'P$%

"

%PLJ

$

%P%L

E

g

$

NN54

"

C

%

KP%'a%P$& 'PSLa%PL! 'P((a%P'& &P(!

$

%P%L KP%&a%P$' KP%!a%P$L 'PJLa%PJ% &PJ(

$

%P%L

-H

!g

$

NN54

"

C

%

!P'!a%P'& !P!!a%P'( !P&Sa%P&L !P$S

$

%P%L !P%&a%P!L

)"

&PJJa%P'$

"

&P(!a%P!(

"

LPJ!

#

%P%L

!!

注!与组内输血前比较#

"

=

#

%P%L

&与同期中比例组比较#

)

=

#

%P%L

&与同期高比例组比较#

%

=

#

%P%L

表
K

!!

'

组围手术期
GG,

#

)6-

#血小板的输注量%

Aa>

'

组别
# GG,

$

NC

%

)6-

$

W

% 血小板$

W

%

低比例组
$$ 'L$P!a&!'PS

")

LP(a'P&

")

%P$a%P!

")

中比例组
'J &K%!PLaL$'P!

)

!%P&a(PS %P(a%P'

高比例组
&J !J'%P%aS(%PJ

"

&SP%aSP& %PSa%P'

!

!

"

P &!P' SP'' JP&'

=

#

%P%L

#

%P%L

#

%P%L

!!

注!与中比例组比较#

"

=

#

%P%L

&与高比例组比较#

)

=

#

%P%L

表
L

!!

'

组的总住院时间#治愈率和病死率

组别
#

总住院时间$

Aa>

#

8

% 治愈(

#

$

Z

%) 病死(

#

$

Z

%)

低比例组
$$ !%PKa'P$ &&

$

$KPJ

%

&

$

LP(

%

中比例组
'J !&P'aKPL !L

$

$JP$

%

K

$

&%PS

%

高比例组
&J !!P&a'P& K&

$

$!P&

%

'

$

KPL

%

!

!

"

P !P'J% %P'&% &PL!%

=

$

%P%L

$

%P%L

$

%P%L

'

!

讨
!!

论

!!

大量输血可引起血小板'凝血因子的丢失或稀释性减少#

导致凝血功能紊乱#严重者可导致死亡#病死率可高达
&(Z

#

KLZ

#故临床上需调整
GG,

'

)6-

等血制品的输注比例#尽可

能降低输血反应的发生*由于
GG,

中含有全部的凝血因子#

适当提高
GG,

的输注比例可改善患者的预后#但具体比例目

前尚没有定论(

K

)

*有学者回顾性分析了
!K$

例大量输血患者

的临床资料#根据
GG,_)6-

的输注比例分为低比例组$

&_

S

%'中比例组$

&P%_!PL

%'高比例组$

&P%_&PK

%#

'

组的总病死

率分别为
$LZ

'

'KZ

'

&(Z

#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GG,_)6-

为
&P%_&PK

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推荐所有患者
GG,

和
)6-

的输注比例改为
&_&

*

#HFH;/H8.

等(

L

)则推荐按照

GG,

与
)6-

输入比例大于或等于
&_&

进行输血#其认为这有

利于凝血因子的补充#可改善患者的凝血功能*研究结果表

明#按照
GG,

与
)6-

输注比例大于
&_'

进行输血时#患者的

病死率明显降低(

$

)

*国内的研究结果与之类似#吴小梅等(

J

)的

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入院
!K=

后#中比例组$

GG,

与
)6-

输

注比例为
&_!

%和高比例组$

GG,

与
)6-

输注比例为
&_&

%的

,*

'

9,**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GD6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提

示适当提高
GG,

的输注比例能预防患者出现凝血功能障碍*

周洁等(

S

)回顾性分析了
&'&

例大量输血的创伤患者临床资料#

根据血浆与
)6-

的输注比例分为
'

组#结果表明#输血后高比

例组$血浆与
)6-

输注比例大于
&_&

%'中比例组(血浆与

)6-

输注比例为$

&_!

%

#

$

&_&

%)的凝血功能均明显优于低

比例组$血浆与
)6-

输注比例小于
&_!

%#且高比例组
)6-

的

输注总量明显少于其他
!

组#提示较高比例地输注
G,

有助于

预防凝血功能障碍的发生#并可降低
)6-

输注总量#节约血液

资源*

!!

本研究根据
GG,

与
)6-

的输注比例将所有患者分为低

比例组$

GG,

与
)6-

输注比例小于
&_!

#

#]$$

%'中比例组

(

GG,

与
)6-

输注比例为$

&_!

%

#

$

&_&

%#

#]'J

)'高比例组

$

GG,

与
)6-

输注比例大于
&_&

#

#]&J

%*结果表明#输血后

中比例组的
,*

'

9,**

明显低于低比例组#

GD6

水平明显高于

另外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提示中比例组患者

输血后的凝血功能优于另外
!

组*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患者适

当补充了
GG,

有关#另一方面与患者输血前的
,*

'

9,**

更

低有关#这与回顾性研究自身的局限性不无关系*本研究中#

与中比例组比较#高比例组在输血后的凝血功能方面未出现明

显优势#提示高比例输注大量
GG,

的效果并不优于其他
!

组#

这可能是由于凝血因子在较低水平就能发挥出较好的止血效

果#

GG,

输注过多不仅会增加患者的医疗费用#浪费血源#还会

增加输血反应的发生风险#故笔者推荐采用中比例进行输血*

!!

本研究中#低比例组输血后的
V3

水平明显高于另外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这可能是由于高'中比例

组患者输血量和输液量较多#引起
V3

稀释性降低&也可能与

低比例组的出血量较少有关*低比例组的
-H

!g水平明显高于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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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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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比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这可能与中比例组

患者的稀释性降低有关*在输注量方面#低比例组围术期

GG,

'

)6-

'血小板的输注量均明显低于另外
!

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P%L

%#提示低比例组也更容易出现凝血功能障

碍#处于低凝状态*预后方面#本研究中
'

组患者的总住院时

间'治愈率和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可能

与
'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相仿有关#且本研究仅记录患者住院期

间内的生存状况#未对所有患者出院后的生存状况进行随访*

本研究中
&!%

例患者中共有
S

例患者病死#总病死率为
$PJZ

#

低于以往研究的结果*究其原因#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

纳入的患者多来自普外科#择期手术较多#占
JLZ

#病情危重

度总体不高#而以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创伤患者#病情更急#术

前准备相对不充分&另一方面与本研究对大量输血患者输注

)6-

早期即给予
GG,

输注有关*本研究为单中心的回顾性研

究#患者例数较少#其研究方式本身存在局限性#有待进行大样

本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

!!

综上所述#对围术期需要大量输血的患者#按照
GG,

与

)6-

输注比例为$

&_!

%

#

$

&_&

%进行输血#有助于预防凝血

功能障碍的发生#减少输注总量#节约医疗资源#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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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P

实用

医学杂志#

!%&%

#

!$

$

$

%!

&%%%+&%%!P

(

K

)

E51Ih

#

"0?33/h)

#

RH

d

;:\P,.1;5

>

.1H0;<.:5H

O

?4H0;52

NH2H

O

.N.20

...

F1./=F15Y.2

>

4H/NH

(

h

)

P6./0,1H:0)./

-4;292H./0=./;54

#

!%&%

#

!K

$

&

%!

L&+$KP

(

L

)

#HFH;/H8.9

#

BH.

O

.4.B

#

C.F.1;2

O

)

#

.0H4PV;

O

=

>

4H/NH

051.834558:.441H0;5/H1.H//5:;H0.8@;0=45@.1N510H4;0

7

1H0./;2

>

H0;.20/1.:.;<;2

O

N?40;

>

4.01H2/F?/;52

$

K

'

1.8

34558:.44?2;0/

#

&%

%

8?1;2

O

H:?0.01H?NH1./?/:;0H0;52

(

h

)

Ph*1H?NH

#

!%&&

#

J%

$

&

%!

S&+SSP

(

$

)

B?1H8 BV

#

"0?33/h)

#

RH28=;Bh

#

.0H4P*=..FF.:05F

>

4H/NH01H2/F?/;5252N513;8;0

7

H28N510H4;0

7

!

H/

7

/0.N+

H0;:1.<;.@H28N.0H+H2H4

7

/;/

(

h

)

P*1H2/F?/;52

#

!%&%

#

L%

$

$

%!

&'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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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血浆与红细胞不同比例输注对大量输血患者凝

血功能的影响(

h

)

P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K

#

'L

$

K

%!

K'L+

K'$P

(

S

) 周洁#吕科#滕方#等
P

血浆与红细胞不同输注比例对创伤

性失血患者大量输血救治的影响(

h

)

P

中国输血杂志#

!%&&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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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RG

是由
S

个外显子'

J

个内显子组成的单一基因#全

长
&KA3

#定位于染色体
$

>

!&P'

(

J

)

*王喜慧等(

S

)采用
UCD"9

检测产妇血清中
XURG

水平#并采用反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

$

)*+,-)

%检测胎盘中
XURG

基因的表达#结果表明子痫前期

患者血清和胎盘中
XURG

的表达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且

其表达与子痫前期的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李玉芳等(

(

)通

过检测子痫前期患者胎盘组织的
XURG

表达#证实
XURG

主

要表达于胎盘组织绒毛的滋养细胞#其在缺血缺氧时会导致滋

养细胞浸润不足#造成胎盘血管发育受限#最终导致子痫前期

的发生*本研究结果表明#重度子痫前期组血清
XURG

水平

均低于轻度子痫前期组和对照组#且重度子痫前期组胎盘病理

改变率高于轻度子痫前期组和对照组#提示子痫前期患者在缺

氧环境下#

XURG

表达会明显增强#并参与诱导血管内皮细胞

迁徙#诱使血管内皮细胞和绒毛细胞侵入#导致众多生理性和

病理性血管的生成*轻度子痫前期组和对照组血清
XURG

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义$

=

$

%P%L

%#可能与笔者选取的轻度子

痫前期患者病情较轻#患者例数相对较少产生的偏倚有关*

!!

综上所述#

,9,,+9

和
XURG

均参与了子痫前期胎盘血

管重铸的发生及发展&胎盘的缺血缺氧及其释放的多种蛋白因

子可以相互影响#导致胎盘病理改变#加重子痫前期的病情严

重程度*对
,9,,+9

和
XURG

介导通路的研究#将有助于了

解子痫前期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为进一步预测子痫前期的病情

及预后提供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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