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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白细胞滤器对髋关节置换术中自体血回输后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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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细胞因子变化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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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滤器可以调节由于自体血回输所引发的免疫抑制反应$

关键词"输血"自体(白细胞滤器(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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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血回输与异体输血相比可以减少过敏反应#传染病等

并发症!还可以节约血源!对患者的免疫抑制也较轻!但自体血

液回吸收也存在免疫抑制问题!与患者术后切口感染#不愈合

等情况可能有关&

(0#

'

"白细胞滤器可以有效滤除自体血液回吸

收后的活化白细胞!对患者术后由于自体血回输所引发的免疫

抑制反应是否有调节作用则目前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观察

在髋关节置换术中应用白细胞滤器对自体血回输后促炎
0

抗炎

细胞因子变化的影响!探讨白细胞滤器对自体血回输后免疫抑

制的调节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择期行单侧髋关节置换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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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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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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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检查无急

慢性感染性疾患!无免疫系统疾患!

#

个月内未异体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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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方法
!

#"

例患者均采用静脉诱导!静吸复合麻醉"

具体方法$入室后监测心电图及脉搏血氧饱和度!桡动脉有创

血压测压!开放静脉通路后!快速静脉诱导(咪达唑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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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持续静脉泵入!芬太尼间断静脉注射维持麻醉深

度"术中补液以乳酸钠林格氏液和万纹交替输注补充血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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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麻醉时间#手术时间#出血量!

术中及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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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输异体血"

!)#

!

自体血回输
!

手术开始后!应用
I>EEH6Q>:3

g型自体血

回吸收机(

V6>?&.>9';-

!美国)!将手术野出血和止血用纱布充

分洗涤后的洗涤液与抗凝液(

")*@

氯化钠生理盐水加入

13"""a

肝素)混合后吸入储血器中!抗凝液与回吸收液容积

比为
(k3

!负压吸引控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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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回吸收血经滤

过#离心分离#洗涤#浓缩后将回收血储存于输血袋中!手术结

束前回输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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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分组及标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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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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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随机分为白细胞滤

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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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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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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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两组麻醉方法和自体

血回吸收方法均完全相同!

[̀\

组仅在自体血回输时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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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白细胞滤器(

P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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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所得计量资料均以
FA5

表示!采用

HPHH(1)"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0

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

!

结
!!

果

两组患者术中一般情况(年龄#体质量#手术与麻醉时间#

术中出血量及自体血回输量#补液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3

)!见表
(

"两组
B

1

时
BK\0

#

#

X̀0(

&

浓度高于
B

(

时

(

@

&

")"3

)!两组
B

#

#

B

!

#

B

3

时
X̀0+

#

X̀0$

#

X̀0("

浓度高于
B

(

时(

@

&

")"(

)!

[̀\

组
B

!

#

B

3

时
X̀0("

浓度低于
I

组(

@

&

")"3

)!

[̀\

组
B

!

#

B

3

时
X̀0+

#

X̀0$

浓度高于
I

组时(

@

&

")"(

)!见表
1

"

#

!

讨
!!

论

术中自体血液回吸收可以节约血源!减少异体输血所造成

的过敏反应!肝炎#艾滋病病毒感染等并发症!所以!近年来在

临床上广泛应用!特别对于术中出血较多的骨科大手术(如髋

关节置换术等)有明显的临床意义&

!03

'

"但近年来有研究表明!

自体输血与异体输血相比!同样对患者机体免疫系统具有免疫

抑制作用!可表现为回吸收红细胞免疫功能与术前相比受到一

定程度的免疫抑制&

+0/

'

!自然杀伤(

KO

)细胞功能降低&

$

'

!另外!

回吸收血中除浓缩的红细胞外还含有一定数量的白细胞!这些

白细胞为经过自体血回吸收机后被激活的白细胞!可以分泌大

量的炎性细胞因子!回输患者体内后对术后免疫功能状态可能

会造成一定影响&

*0((

'

!现在解决方法之一是回输自体血时应用

白细胞滤器滤除白细胞!以尽量消除一些与其相关的不良反

应!但白细胞滤器应用后对患者免疫功能是否有调节作用则研

究较少"

手术创伤所引起的免疫反应较为复杂!有研究表明白细胞

活化释放大量细胞因子参与炎症反应是一个主要变化过程!细

胞因子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促炎细胞因子(主要是
BK\0

#

#

X̀0

(

&

#

X̀0+

#

X̀0$

)和抗炎细胞因子(主要是
X̀0("

)!在炎症反应中

它们主要来自单核巨噬细胞!可以相互作用!调理多种效应细

胞(如中性粒细胞)参与炎症反应!促进伤口愈合!术后一定量

的促炎细胞因子分泌增加是正常免疫反应的需要&

(1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麻醉前#术中及术毕两组促炎与抗炎

细胞因子的变化大体一致!说明患者一般情况(年龄#体质量#

麻醉与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液量)及手术方式对细胞

因子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

BK\0

#

和
X̀0(

&

是术中

变化最早的细胞因子!大量研究表明它们是炎症反应.启动因

子/!它们分泌增加可以进一步激活
X̀0+

#

X̀0$

分泌增加!而后

者是与手术创伤有关的主要炎症反应因子!可以促进中性粒细

胞等参与消除伤口细菌#促进愈合等免疫反应过程&

(#

'

!本研究

结果与此类似"两组术中均进行了自体血回输!回输红细胞于

术毕回输患者体内!术后
(

#

15X̀0("

分泌量均增加了!但
[̀\

组
X̀0("

浓度较
I

组低!而相应
X̀0+

和
X̀0$

浓度较
I

组高"

X̀0("

是机体中主要的抗炎细胞因子!

X̀0+

#

X̀0$

分泌增多可以

促使
X̀0("

分泌增加!而
X̀0("

分泌增加可以抑制
X̀0+

#

X̀0$

的分泌!

X̀0("

分泌量增加可以抑制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的活

性!减轻炎症反应"有研究表明术后
X̀0("

分泌增多提示发生

了免疫抑制!并且与免疫抑制程度呈正相关&

(!0(3

'

"分析
[̀\

组与
I

组术后促炎
0

抗炎细胞因子分泌浓度的差异!可能与以

下原因有关$术中自体血回输后!在自体血回吸收机中经过滤

过#离心分离#洗涤等过程!白细胞受到外环境剧烈刺激而产生

免疫抑制!而自体血回吸收机在离心分离红细胞过程中可以去

除大部分白细胞!但仍会有部分白细胞残留而进入储血袋中回

输患者体内!这部分白细胞由于免疫抑制可以表现为
X̀0("

分

泌增加!从而抑制
X̀0+

#

X̀0$

的分泌"白细胞滤器的种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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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白细胞滤除率几乎都在
*"@

以上"本研究中所用白细胞

滤器为美国
P2̀ `

公司新一代
HU!"HO

型滤器!其由聚脂无

纺布制成的
!"

"

?

超微滤过孔径可以有效滤除脂肪滴#骨质

碎屑#白细胞!以及白细胞与血小板形成的微血栓等物质!净

化回输红细胞质量&

(+0(/

'

!所以!

[̀\

组加用白细胞滤器后!几

乎彻底阻挡白细胞再次进入患者机体!减少了免疫抑制因子

X̀0("

分泌!而相应提高了
X̀0+

和
X̀0$

的含量!减轻了术后免

疫抑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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