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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在保存期内生化指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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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贮存时间库存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钾离子（Ｋ ＋ ）、钠离子（Ｎａ ＋ ）、氯离子（Ｃｌ － ）、乳酸脱氢

酶（ＬＤＨ）、乳酸（ＬＡＣ）及葡萄糖（ＧＬＵ）的水平变化，以保证临床输血的安全、有效。 方法　 将 ２０ 名无偿献血者所

献的各 ４００ ｍｌ 全血在 ２４ ｈ 内制备成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并将其均匀分装成 ５ 份，置于血液保存箱（４ ± ２）℃直立

保存。 对分装剩余的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血液即刻检测，作为 ０ ｄ 数据；直立保存的 ５ 组血液分别在贮存的第 ７、
１４、２１、２８、３５ 天时测定项目并记录结果。 将直立保存的 ５ 组血液测得的数据分别与 ０ ｄ 测得的数据比较。 结果　
Ｋ ＋ 、ＬＡＣ 含量随贮存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增高，在贮存的第 ７、１４、２１、２８、３５ 天的含量显著高于第 ０ 天（Ｐ 均 ＜ ０ ０１），
ＬＤＨ 在贮存的第 １４、２１、２８、３５ 天的含量明显高于第 ０ 天（Ｐ 均 ＜ ０ ０１）；Ｎａ ＋ 、ＧＬＵ 在贮存第 １４、２１、２８、３５ 天的含量

明显低于第 ０ 天（Ｐ 均 ＜ ０ ０１）；Ｃｌ － 的含量在贮存期内无明显变化。 结论　 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随贮存时间的延

长，部分生化指标呈现不同变化。 在临床输血时应根据患者的情况选择不同贮存期的血液，提高血液输注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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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血是临床治疗中无法替代的重要手段之一，红
细胞输注是临床输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红细胞

离体后主要靠保养液来维持其形态和膜结构，以完成

携氧功能。 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随着贮存时间的延

长，部分生化指标会发生变化，导致血液质量的改变，
从而影响血液输入体内的效果。 为了解去白细胞悬

浮红细胞储存期间内的生化指标的变化，我们对不同

贮存时间的库存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进行钾离子

（Ｋ ＋ ）、钠离子 （ Ｎａ ＋ ）、氯离子 （ Ｃｌ － ）、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乳酸（ＬＡＣ）及葡萄糖（ＧＬＵ）测定。 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标本来源及分组　 采集 ２０ 名无偿献血者血液

各 ４００ ｍｌ，将其在 ２４ ｈ 内制成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
采用无菌接管机将每份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均匀分

装到 ５ 个转移袋，将 ５ 袋血液随机分成 ５ 组，作为血

液储存第 ７、１４、２１、２８、３５ 天检测组，置于血液保存箱

（４ ± ２）℃直立方式保存。
１ ２　 仪器与试剂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日立

７１８０ 型） 及配套试剂；血液冷藏箱（海尔 ＨＸＣ⁃２５８

型）；电解质分析仪（德国，罗氏 ＡＶＬ⁃９１８０）；血液分

装五联袋（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批号 ２０１２０８２１０５）。
１ ３　 方法　 （１）无偿献血者的血液采集、制备去白

细胞悬浮红细胞及血液的分装由中心血站成分科按

标准操作规程完成。 （２）将采血袋分装后剩余的去

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血液样品（约 １０ ｍｌ ／份） 视为贮存

０ ｄ 样品，进行检测并记录相应数据。 置于血液保存

箱（４ ± ２）℃保存的 ５ 组血液分别在贮存的第 ７、１４、
２１、２８、３５ 天时测定相应项目并记录结果。 （３）ＬＤＨ、
ＬＡＣ、ＧＬＵ 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 （４）Ｋ ＋ 、
Ｎａ ＋ 、Ｃｌ － 用电解质分析仪进行测定。
１ 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各实验组数据均以 ｘ ± ｓ 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
在正态分布和方差齐同条件下，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

差分析检验；若方差不齐同，用秩和检验。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Ｋ ＋ 、ＬＡＣ 在贮存的第 ７、１４、２１、２８、３５ 天的含量

显著高于第 ０ 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 ０ ０１）；
Ｎａ ＋ 、ＬＤＨ、ＧＬＵ 在贮存的第 １４、２１、２８、３５ 天的含量

与第 ０ 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 ０ ０１）；Ｃｌ －

的含量在血液贮存期内变化不明显。 去白细胞悬浮

红细胞不同贮存时间生化指标检测结果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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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不同贮存时间生化指标检测结果　 （ｎ ＝ ２０，ｘ ± ｓ）

项目
贮存时间

０ ｄ ７ ｄ １４ ｄ ２１ ｄ ２８ ｄ ３５ ｄ
Ｋ ＋ （ｍｍｏｌ ／ Ｌ） ３ ５０ ± ０ ７０ １０ １３ ± １ ０８△ １６ １５ ± ２ ３０△ ２２ ３０ ± ３ ２５△ ３３ ７１ ± ３ ８３△ ４１ ５４ ± ３ ８８△

Ｎａ ＋ （ｍｍｏｌ ／ Ｌ） １２１ ０２ ± ２ ４９ １１９ ２５ ± ３ ３５ １０９ １８ ± ３ ０６△ １００ ４３ ± ３ ３２△ ９５ １５ ± ３ １５△ ８９ ５７ ± ３ ３５△

Ｃｌ － （ｍｍｏｌ ／ Ｌ） ８８ ９６ ± ２ ０９ ８９ １３ ± ２ ０５ ８９ ３０ ± ２ １３ ８９ ７５ ± ２ ７７ ８９ ５３ ± ２ ３７ ９０ ２８ ± ２ ４２
ＬＤＨ（Ｕ ／ Ｌ） ７８ ０３ ± １９ ０１ ８９ ７１ ± １９ ５１ １０９ ２４ ± ２３ ８４△ １３２ ３３ ± ２５ ０６△ １５７ ７５ ± ２９ ６７△ １７８ ５８ ± ２６ ８５△

ＬＡＣ（ｍｇ ／ ｄｌ） ４ ２４ ± １ ５２ ７ １９ ± ２ ２７△ １２ ３４ ± ２ ８４△ １６ １９ ± ３ ０１△ １９ ４３ ± ３ ３３△ ２２ ４０ ± ３ ９５△

ＧＬＵ（ｍｍｏｌ ／ Ｌ） ２７ １０ ± ２ ０１ ２５ ７３ ± ２ ６１ ２２ ３０ ± ２ ８３△ １９ ８０ ± ３ ０５△ １７ ７０ ± ３ ３２△ １６ ６１ ± ３ ９９△

　 　 注：与 ０ ｄ 比较，△Ｐ ＜ ０ ０１。

３　 讨　 论

输血是临床治疗中无法替代的重要手段之一，随
着输血技术的发展，成分输血的优点越来越得到临床

医师的认可，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作为最重要的血液

成分制品之一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因此，对储存去白

细胞悬浮红细胞的功能评价十分重要。
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在保存过程中主要靠保养

液来维持红细胞的结构和功能，保养液中含有枸橼酸

钠、枸橼酸、葡萄糖、磷酸二氢钠、腺嘌呤等各种成分，
这些成分对维持红细胞的形态、膜结构、能量供给起

到重要作用［１］。 血液离体保存期间会发生一系列变

化，如 Ｋ ＋ 、ＬＡＣ、ＬＤＨ 的含量升高；Ｎａ ＋ 、ＧＬＵ 的含量

下降等［２ － ６］，从而影响红细胞的生存及其携氧功能，
并引起多种输血不良反应［７ － ９］。

本文结果显示，随着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贮存时

间的延长，ＬＡＣ 浓度逐渐升高，ＧＬＵ 浓度逐渐下降。
保养液中的 ＧＬＵ 和腺嘌呤能使红细胞在保存期内维

持三磷酸腺苷（ＡＴＰ）的含量［１０］，为红细胞提供生存

的能量，而红细胞不含线粒体，９０％ 的能量依赖糖酵

解供给，糖酵解时丙酮酸还原成乳酸［１１］，致使保存血

液中的乳酸含量随保存日期延长而逐渐升高，葡萄糖

随之下降；Ｋ ＋ 、ＬＤＨ 含量随血液贮存时间延长而呈

逐渐升高的趋势。 由于红细胞中的 Ｋ ＋ 、ＬＤＨ 含量比

血浆中高数十倍甚至百倍，在红细胞保存期间随着红

细胞的破坏，红细胞中的大量 Ｋ ＋ 、ＬＤＨ 将被释放入

血，因此 Ｋ ＋ 、ＬＤＨ 的含量可以反映红细胞保存状态；
Ｎａ ＋ 在贮存的第 １４ 天开始含量显著低于 ０ ｄ；Ｃｌ － 含

量在整个血液贮存期变化不大。

因此，在临床输血治疗过程中应根据患者病情及

基础体质，依据输血指征选择恰当贮存时间的血液；
尤其对于血液科、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及婴幼儿，应
尽量输注贮存时间较短的血液，以保证输血的科学、
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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