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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压性输血反应是临床少见的输血并发症$国

外报道的发生率约为
7675b

)

!

*

%主要表现为输血数

分钟至数十分钟内收缩压和"或舒张压快速下降$输

血停止后血压迅速回升$现将本院收治的
!

例消化道

出血患者输血所致低血压状态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

患者$女$

54

岁$因.腹痛
&R

$间断黑便
%R

/入本

院%该患者
&R

前!

%7!4

年
9

月
%8

日#无诱因出现腹

痛$部位局限于左上腹$呈隐痛$阵发性发作$无规律

性$发作时间
!

#

!7'A?

不等$可自行缓解$伴轻微嗳

气$与进食无关$无牵扯痛$无放射痛$不伴其他不适%

患者自服药物后缓解%

9

月
57

日
%7

(

77

$患者无诱因

出现黑色稀糊便
!

次$伴左上腹隐痛$不伴腹胀&头

昏&乏力等不适%

%5

(

77

解黑色稀糊便
!

次$约
%77

1

$

仍不伴头昏&乏力等不适%

9

月
5!

日
4

(

77

患者再次

解黑色稀糊便
577

1

$同时感全身乏力&头昏不适$遂

入住当地人民医院%急诊行胃镜检查&腹部增强
23

检查均未见出血病灶%该院给予生长抑素&

;;"

等药

物治疗%

:

月
!

日患者于
9

(

77

&

!5

(

77

先后两次解黑

色稀糊便$共约
977

1

$查血红蛋白!

SN

#为
84

1

"

#

$并

给予输注
/77'#

.

*T

型$

(S

阳性/未去白细胞的红

细胞悬液%输血过程顺利$患者未诉不适反应$输完

血后$患者头昏&乏力等症状较之前有所缓解%为明

确病因患者于
:

月
!

日
!4

(

57

转入本院消化科%入

院时体温
5868 i

$心率
94

次"分钟$呼吸
%7

次"分

钟$血压
!!%

"

8/''S

1

%入院第
%

天$患者再次出现

黑便$感头昏&乏力$

SN89

1

"

#

$与家属沟通后于

!:

(

77

给予输血纠正贫血$同时给予止血&

;;"

&生长抑

素等治疗%输血前心电监测显示心率
:8

次"分钟$呼

吸
%7

次"分钟$血压
!!%

"

8/ '' S

1

$血氧饱和度

::b

%在输入 .去除白细胞的
*T

型$

(S

阳性/红细

胞悬液约
&7'#

后$患者突然出现心率&血压下降$心

电监护仪心率为
/8

次"分钟$血压
89

"

&7'' S

1

$患

者冒冷汗&神志清楚$立即停止输血$给予地塞米松磷

酸钠注射液
!7'

1

静脉推注$并给予氯化钠快速扩

容$约
57'A?

后逐渐恢复正常%

%5

(

77

患者解暗红色

血便约
%77'#

$感乏力&心慌$此时心率约
:8

次"分

钟$血压
!77

"

97''S

1

%查
SN&8

1

"

#

$重新交叉合

血后再次给予输.去白细胞$

*T

型$

(S

阳性/红细胞

悬液$输血前常规肌内注射苯海拉明%当输血约
!7

'#

时$患 者 突 然 再 次 出 现 血 压 降 低 至
/7

"

57

''S

1

$心率减慢至
/9

次"分钟$立即停止输血$约

!7'A?

后心率恢复至
89

次"分钟$血压回升至
:8

"

87

''S

1

%经临床及输血专家会诊讨论后诊断低血压

性输血反应%严格审查本院
%

次输血血型相符$为

.去白细胞的
(S

阳性/

*T

型红细胞悬液%分析患者

在当地医院共输血
/77'#

$无不良反应$经重庆市血

液中心核实$输入的血液为.未去白细胞的
*T

型
(S

阳性/红细胞悬液%遂从外地调来.未去白细胞的
*T

型
(S

阳性/红细胞悬液
/77'#

$在严密监护下输

入$无不良反应%由此确定$该患者出现的
%

次输血

时发生血压降低系低血压性输血反应这一特殊及罕

见的输血不良事件%最终$患者于
:

月
&

日
!5

(

77

再

次输 .未去白细胞的
*T

型
(S

阳性/红细胞悬液
/77

'#

$整个输血过程患者生命体征稳定$未再发生低血

压性输血反应%患者病情好转于
:

月
4

日顺利出院%

#

!

讨
!!

论

!!

有学者认为低血压性输血反应是细菌感染&输血

相关急性肺损伤及输血过敏的反应综合征的一部分$

也可单独发生)

%

*

%据报道该类反应在输血小板时最

常见$在输异体红细胞及自体血时也有发生)

!

*

%绝大

部分病例是因为输血时应用带阴电荷的床旁白细胞

过滤器而发生$主要机制是血液经过负电荷表面时而

激活因子
1

!

C=

1

<'=?O=GIF>

#%因子
1

激活激肽释放

酶
$

激肽系统$使激肽释放酶原变成释放酶$后者将大

分子激肽原裂解为激肽$使机体在短期内产生大量缓

激肽!

N>=R

H

Â?A?

$

TL

#和!或#其代谢产物
$

血管性激肽

!

R<J$*>

1

$TL

#

)

5

*

%缓激肽是一种含有
:

种氨基酸的

活性肽$主要激活血管内皮上的缓解肽
T

%

受体$诱发

显著的血管扩张和血管通透性增强$从而导致低血压

反应%

TL

和
R<J$*>

1

$TL

为血管性激肽$半衰期短

!大约
57J

至
9'A?

#$在低血压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

用)

/

*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

#具有激肽酶
'

的活

性$因此
*2@

受抑制$组织中缓激肽降解减少$局部

浓度升高$导致激肽在体内蓄积%

*2@

是
TL

的主要

代谢酶$

TL

可被
*2@

灭活或被竣基肽酶
)

!

2;)

#

转化为
R<J$*>

1

$TL

%氨基肽酶!

='A?F

0

<

0

IAR=J<;

$

*;;

#是
R<J$*>

1

$TL

的主要代谢酶)

&

*

$已证实$在

574!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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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4

卷第
!%

期



*2@

抑制物引起的先天性血管水肿的患者降解激肽

的能力发生先天性缺陷%也有部分患者为
R<J$*>

1

$

TL

降解能力严重降低$

*;;

酶的活性严重减弱$从

而导致
R<J$*>

1

$TL

的蓄积%大多数低血压性输血反

应病例都是应用带阴电荷的床旁白细胞过滤器引起

的%因此$成分血或红细胞悬液保存前白细胞过滤$

相对床旁滤过可阻止输血性低血压的发生%

本例患者输血前血压正常$亦未接受
*2@

抑制

剂治疗%输血过程中未使用床旁白细胞过滤器$只在

使用保存前去除白细胞的红细胞悬液后发生低血压

反应$输血停止后血压迅速恢复$此输血过程中发生

的低血压反应可重复发生%患者既往输注.非去白的

红细胞悬液/时血压正常$无任何反应%据此$笔者判

定该患者在输血过程中发生的一过性低血压并非是

消化道出血的表现$而是一种特殊及罕见的输血反

应000低血压性输血反应%诱发该输血反应的发生

机制可能为该患者使用了.去白细胞/的红细胞悬液$

因与异常表面接触而激活因子
1

$进一步活化了激肽

释放酶$从而在体内产生大量的
TL

和!或#

R<J$*>

1

$

TL

$进而引发低血压性输血反应%至于该患者发生

低血压性输血反应的真正原因$是否与先天性激肽降

解酶缺乏有关尚不明确$需通过基因测序等手段明确

诊断%临床诊治过程中$低血压性输血反应极易与其

他原因导致的低血压状态相混淆$特别是消化道出血

的患者在输血时出现突然发生的血压显著下降$必须

确定是消化道活动性出血所致的低血压$还是极罕见

的低血压性输血反应$从而采取正确的措施对患者进

行抢救%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对输血患者应提高警

觉$密切监护$对发生低血压时准确判断$精准处置%

参考文献

)

!

*

;])3"3S"T]M@*\KM

$

(]T"3*"##@)

$

K*\W")

`

$

<I=Q6"?GAR<?G<FOC

H0

FI<?JAF?=?R=GEI<C

H0

FI<?JA_<

I>=?JOEJAF?><=GIAF?JOFQQFPA?

10

Q=I<Q<IGF?G<?I>=I<I>=?J$

OEJAF?J

)

D

*

6WF[+=?

1

EA?AJ

$

%7!8

$

!!7

!

%

#(

!&7$!&96

)

%

*

;];]W+LV,63>=?JOEJAF?><=GIAF?J

)

,

*

6T<IC<JR=

(

**TT

;><JJ

$

%77!

(

%&$!5/6

)

5

*

;*K*)],T

$

)@++;,

$

2S*D@Y+L"]+

$

<I=Q6S

H

$

0

FI<?JA_<I>=?JOEJAF?><=GIAF?JA?IC<<>=FO

0

><JIF>=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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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I=NFQAJ'=?RC

H0

FI<?JA_<I>=?JOEJAF?><=GIAF?J

)

D

*

63>=?J$

OEJAF?

$

%77!

$

/!

!

!

#(

!58$!&76

)

&

*

S\"V

$

Y\V

$

3](,@V2*63C<R<_<QF

0

'<?IFO=?F$

_<Q'FQ<GEQ=>=JJ=

H

<[='A?A?

1

IC<>FQ<FO='A?F

0

<

0

IAR=J<

;

0

FQ

H

'F>

0

CAJ'JA?=GEI<C

H0

FI<?JA_<I>=?JOEJAF?><=G$

IAF?J

)

D

*

6*>GC;=ICFQ#=N,<R

$

%7!5

$

!54

!

!

#(

:8$::6

!收稿日期(

%7!4$7:$!9

!

修回日期(

%7!4$!%$%!

#

!上接第
!47%

页#

究结果显示(采用万福金安消毒剂与聚维酮碘消毒剂

对中心供氧插孔进行消毒后$与消毒前相比病原菌的

检出率及种类明显降低!

%

"

767&

#$且万福金安消毒

后病菌株数量明显少于聚维酮碘$由此可见万福安消

毒剂对革兰阴性菌杀灭效果优于聚维酮碘%对比两

组供氧患者鼻腔分泌物病原菌发现$病原菌的组成与

湿化液中病原菌组成一致$说明中心供氧终端插孔污

染与供氧患者上呼吸道感染情况可能明显相关$与吴

雪华)

:

*研究一致%接受氧气治疗的患者$其机体免疫

力底下$供氧装置中的病原菌经气流进入湿化液$通

过雾 化 微 粒 进 入 呼 吸 道$导 致 患 者 下 呼 吸 道

感染)

!7$!!

*

%

综上所述$经消毒剂消毒处理过的中心供氧终端

氧气插孔$病原菌携带量明显下降%采用万福金安消

毒剂对中心供氧终端氧气插孔消毒效果较聚维酮碘

消毒效果好$可有效控制革兰阴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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