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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单病种手术临床用血量!为合理用血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收集该院
+2!*#+2!,

年

单病种手术例数及用血量!分析其用血量的特征%结果
!

该院
+2!*#+2!,

年的
:+

种手术共
!!2!,

例总用血

量为
,2*".,2c

!其中月均用血量大于或等于
!c

的有
+:

种手术!例均用血量大于或等于
!c

的有
!"

种手

术!总用血量和月均用血量最大的是剖腹探查术!例均用血量最高的是二尖瓣置换术%微创手术月均用血量及

部分例均用血量低于常规手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2:

$%结论
!

病情复杂&创面大的手术用血量较高!微

创手术可减少用血量%

#关键词$

!

外科手术#手术用血#回顾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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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将血液通过静脉输注给患者的一种治疗

方法及途径#在抢救病患与治疗疾病中发挥着非常关

键的作用(

!%+

)

$近年来随着输血的不断发展*成熟#血

液紧缺问题越来越凸显(

*

)

#因此#了解临床各科室及

各种疾病的用血情况#有助于做到科学*合理*安全*

有效地使用血液资源(

-

)

$为提升临床用血水平#节约

血液资源#笔者对本院
+2!*#+2!,

年单病种手术用

血情况进行了回顾性统计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在医院输血管理信息系统中提取

+2!*#+2!,

年所有手术患者信息#筛选出每季度手术

次数大于
!

次!即
-

年累计大于或等于
!,

次"的手

术#纳入
:+

种手术共
!!2!,

例手术$

?.@

!

方法

?.@.?

!

单位剂量成分血定义
!

红细胞悬液
+22&W

为
!c

#血浆
!22&W

为
!c

$手术月均用血量!

c

"

[

手术总用血量!

c

"&

-7

$手术例均用血量
[

手术总用

血量!

c

"&手术总例数!

+

"$

?.@.@

!

调查内容
!

根据患者手术分类#统计筛选出

的
:+

种手术患者的红细胞和血浆的输注量$

?.@.A

!

合理输血判断标准
!

以卫生部临床输血技术

规范中手术及创伤输血指南为依据$

?.@.C

!

红细胞悬液合理输注标准
!

血红蛋白%

$

!22

J

&

W

#不采用输血治疗'

#

62

J

&

W

#考虑输血治疗'

62

"

7!6+

重庆医学
+2!7

年
6

月第
-6

卷第
+2

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2!*!7

#

7!,2!7+,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基金项目!

/4D/+2!:

3

/4F!222,

"$

!

作者简介%汤和俊

!

!""-#

"#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输血医学研究$

!

)

!

共同第一作者%舒小琴!

!""!#

"#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临床检验与诊断研究$

!

"

!

通信作

者)

$%&'()

%

3

I'5&/

T!

!,*./0&

$



!22

J

&

W

#根据贫血程度*心肺代偿功能*代谢率情况

及年龄等因素决定$

?.@.H

!

血浆制品合理输注标准
!

用于凝血因子缺乏

的患者#凝血酶原时间!

]9

"或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99

"

$

正常
!.:

倍#创面弥漫性渗血'患者急性大

出血输入大量库存全血或浓缩红细胞后!出血量或输

血量相当于患者自身血容量"'病史或临床过程表现

有先天性或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紧急对抗华法林的

抗凝血作用(新鲜冰冻血浆!

YY]

"%

:

"

7&W

&

S

J

)$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3R?

表示#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以

!

#

2.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手术月均用血量情况
!

:+

种手术总用血量为
,

2*".,2c

#其中月均用血量大于或等于
!c

的手术有

+:

种#手术总用血量最大的是剖腹探查术#其次是脾

切除术*剖宫产术#见表
!

$

表
!

!!

手术月均用血量情况

项目
手术次数

!

+

"

总用血量

!

c

"

月均用血量

!

c

"

剖腹探查术
!,,6 !-*,.6: +"."*

脾切除术
!"6 -,!.:2 ".,!

剖宫产术
*:-, *"2.+: 7.!*

髋关节置换术
,+2 *++.22 ,.6!

椎管减压术
!+" +-+.+: :.2:

二尖瓣置换术
:+ +**.:2 -.7,

股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2, ++6.:2 -.6-

颅内血肿穿刺引流术
!!, +!*.22 -.--

脊柱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2 +2,.+: -.*2

全子宫切除术
-+7 +2:.22 -.+6

骨盆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 !67.6: *.6+

胰腺
%

十二指肠切除术
!+7 !-".22 *.!2

肝叶切除术
!6, !*2.22 +.6!

清创术
:,, !!*.:2 +.*,

颅内肿瘤切除术
,! "2.:2 !.7"

脊椎结核病灶清除术
+7 "2.22 !.77

腹腔镜下脾切除术
-, 7:.:2 !.67

腰椎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 7*.6: !.6-

开颅血肿清除术
*- 7+.22 !.6!

肱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7 6-.+: !.::

续表
!

!!

手术月均用血量情况

项目
手术次数

!

+

"

总用血量

!

c

"

月均用血量

!

c

"

椎间盘切除术
,6 6*.6: !.:-

开胸探查术
-* 62.22 !.-,

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
:!- ,,.:2 !.*"

食管癌根治术
66 ,+.:2 !.*2

截肢术
62 ,+.+: !.*2

@.@

!

手术例均用血量情况
!

手术例均用血量大于或

等于
!c

的有
!"

种#其中例均用血量最高的是二尖

瓣置换术#其次为骨盆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见

表
+

$

表
+

!!

手术例均用血量情况

项目
手术次数

!

+

"

总用血量

!

c

"

例均用血量

!

c

"

二尖瓣置换术
:+ +**.:2 -.-"

骨盆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 !67.6: -.+,

脊椎结核病灶清除术
+7 "2.22 *.+!

髋关节假体翻修术
!7 -6.+: +.,*

开颅血肿清除术
*- 7+.22 +.-!

脾切除术
!"6 -,!.:2 +.*-

股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2, ++6.:2 +.!:

椎管减压术
!+" +-+.+: !.77

腹腔镜下脾切除术
-, 7:.:2 !.7,

颅内血肿穿刺引流术
!!, +!*.22 !.7-

腰椎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 7*.6: !.7+

开胸探查术
-* 62.22 !.,*

脊柱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2 +2,.+: !.:"

颅内肿瘤切除术
,! "2.:2 !.-7

肝肿瘤切除术
!6 ++.22 !.+"

胰腺
%

十二指肠切除术
!+7 !-".22 !.!,

经蝶窦垂体瘤切除术
*+ *,.22 !.!*

动脉瘤夹闭术
*7 -+.22 !.!!

椎间盘切除术
,6 6*.6: !.!2

@.A

!

同种手术不同方式用血量情况比较
!

6

种手术

微创方式的月均用血量均低于常规手术方式#其中
:

种微创方式的例均用血量也低于常规手术例均用血

量$

6

种微创手术平均例均用血量(!

2.:6R2.,:

"

c

)

低于常规手术平均例均用血量(!

2.7*R2.6,

"

c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见表
*

$

表
*

!!

同种手术不同方式用血量情况比较

项目
手术次数

!常规&微创#

+

&

+

"

总用血量

!常规&微创#

c

&

c

"

月均用血量

!常规&微创#

c

&

c

"

例均用血量

!常规&微创#

c

&

c

"

全子宫切除
-+7

&

:!- +2:.22

&

,,.:2 -.+6

&

!.*" 2.-7

&

2.!*

胃癌切除
:+

&

!6 *2.22

&

!!.22 2.,*

&

2.+* 2.:7

&

2.,:

脾切除
!"6

&

-, -,!.:2

&

7:.:2 ".,!

&

!.67 +.*-

&

!.7,

肝肿瘤切除
!6

&

+2 ++.22

&

!7.22 2.-,

&

2.*7 !.+"

&

2."2

结肠癌切除
*,

&

*7 !:.:2

&

".22 2.*+

&

2.!" 2.-*

&

2.+-

直肠癌切除
:6

&

!7" *,.22

&

+6.22 2.6:

&

2.:, 2.,*

&

2.!-

子宫肌瘤切除
*,!

&

,- !-.22

&

*.22 2.+"

&

2.2, 2.2-

&

2.2:

A

!

讨
!!

论

!!

单病种质量管理是以单病种为单位进行全程医

疗质量管理的新方法#是一种标准化的医疗管理方

法(

:

)

$而输血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医疗救治手段(

,

)

#但

"!6+

重庆医学
+2!7

年
6

月第
-6

卷第
+2

期



节约用血仍是输血工作的重点(

6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月均用血量大于或等于
:c

的

有
:

种手术#分别是剖腹探查术*脾切除术*剖宫产

术*髋关节置换术和椎管减压术#其中剖腹探查术月

均用血量高达
+"."*c

#提示病情复杂*创面大的手术

用血量较高$因腹部疾病较多#且病因复杂#情况不

明#剖腹探查术已成为寻找病因或确定病变程度而采

取的一种诊断性治疗方法(

7%"

)

#故月均用血量很大$

脾切除术月均用血量为
".!,c

#仅次于剖腹探查术#

考虑脾脏周围有极其丰富的动静脉血管#术中难免出

现血管损伤$剖宫产术例均用血量仅为
2.!!c

#但因

本院手术例数较多#故月均用血量较高$髋关节是全

身负荷最多*受力最大的关节#较容易发生损伤#且其

周围有股动静脉#所以其月均用血量较大(

!2%!!

)

$由于

椎管减压术手术部位有丰富的静脉丛#较易出血#故

月均用血量也较高$因二尖瓣置换术需建立体外循

环#故月均用血量和例均用血量较大$

随着科学进步#腹腔镜技术不断成熟#其创伤小#

对机体代谢干扰少#术后并发症少#恢复快#提升了手

术安全性(

7

)

#成为微创手术的首选$腹腔镜手术还能

够对腹腔内其他脏器进行探查#尤其对于急腹症患者

的诊断#效果理想#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

)

$本研究结

果显示#微创手术的月均用血量及部分手术例均用血

量均低于其对应的常规手术方式#说明微创手术在降

低血液制剂的使用上比常规手术更有优势$

随着病患增多#临床用血将会持续上升#血液紧

缺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

+

)

#因此合理用血显得更为重

要$通过本研究能够预计手术用血量#为临床备血提

供参考#分析单病种用血#为减少手术用血量提供方

向#可改进例均用血量较大手术的手术方式*提升手

术质量#减少用血#进而合理用血#节约血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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