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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患者血浆输注时输血检验质量分析 

陈伟丹，宋琪赟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七医院  福建南平 

【摘要】目的 探讨肝病患者血浆输注过程中严格控制血浆输注对治疗效果及输血不良反应的影响。方法 选
取我院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接受血浆输注的肝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参照组

和实验组，每组 50 例，参照组采取常规血浆输注，实验组则在输血前、中、后期严格控制血浆输注。对比两组

输血后的血常规、肝功能指标数据以及输血过程中和输血后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输血后，实验组的血红

蛋白水平显著优于参照组（P<0.05）；在肝功能指标方面，实验组 ALT、AST、TBIL 的下降幅度均优于参照组

（P<0.05）；在输血不良反应方面，实验组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参照组（P<0.05）。结论 在肝病患者血浆输注过程

中，严格控制血浆输注能够显著提高输血检验质量，降低输血不良反应，促进患者肝功能恢复，是保障输血安全

和有效的关键。 
【关键词】肝病；血浆输注；输血检验质量；血常规；肝功能；输血不良反应 
【收稿日期】2024 年 8 月 10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9 月 20 日   【DOI】10.12208/j.ijcr.20240338 

 

Quality analysis of transfusion testing during plasma transfus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Weidan Chen, Qiyun Song 

The 97th Hospital of the Joint Service Support For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nping, Fuji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trict control of plasma transfus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liver 
disease patients on treatment efficacy and transfusion adverse reactions. Method: 100 liver disease patients who 
received plasma transfu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3 to Febr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plasma transfus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rictly controlled plasma 
transfusio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ransfusion. Compare the blood routine, liver function indicators,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and after blood transfusion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 After blood transfusion, the 
hemoglobin level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In 
terms of liver function indicators, the decrease in ALT, AST, and TBIL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In terms of adverse reactions to blood transfusion, the total incidence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Strict control of 
plasma transfus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nsfusion testing, reduce 
transfusion adverse reactions,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liver function, and is the key to ensuring safe and effective 
trans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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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患者常伴随凝血功能障碍、贫血等并发症，血

浆输注作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对于显著减轻症状

负担、积极促进疾病转归及预后改善具有不可或缺的

关键作用[1]。然而，输血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直接关系到

输血效果和患者安全。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严格控制

血浆输注对肝病患者血浆输注效果及输血不良反应的

影响，为临床输血实践提供参考，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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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象 
选取我院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接受血浆输注的肝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

分为参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50 例。其中参照组男性占

29 例，女性占 21 例；年龄 25~77（51.29±3.95）岁。

实验组男性占 30 例，女性占 20 例；年龄 26~76（50.65
±3.85）岁。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此次研究。 

1.2 方法 
参照组采用常规血浆输注，包括输血前核对患者

信息、血型鉴定、交叉配血等，输血过程中监测患者生

命体征。实验组在参照组的基础上严格控制血浆输注。

（1）输血前进行更为详尽的输血前评估，涵盖患者的

当前病情评估，特别是其血红蛋白水平、凝血功能及生

命体征稳定性，同时细致询问患者的既往输血史与过

敏史，以便提前识别潜在风险并采取预防措施。这一步

骤不仅有助于确定输血的必要性，还能为患者定制个

性化的输血方案。（2）严格执行输血申请、审批制度，

确保每一例输血均有明确的医学指征，避免不必要的

输血操作，从而减少血液资源的浪费及患者因输血可

能面临的风险。加强对输血申请的审核，确保输血的合

理性与科学性。（3）同时，加强实验室质量管理，确

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4）输血过程中实施

更为密切的监护，这包括持续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如

心率、血压、呼吸频率及体温等，以及密切观察有无输

血反应的发生，如发热、寒战、皮疹及呼吸困难等。一

旦发现异常，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患者安全。（5）
输血后及时进行血常规、肝功能等复查，以全面评估输

血效果及患者生理状态的恢复情况。这不仅有助于及

时调整后续治疗方案，还能为未来的输血管理提供宝

贵的经验借鉴与数据支持。通过这一系列精细化的管

理措施，旨在进一步提升输血安全性与有效性，保障患

者生命安全。 
1.3 观察指标 
（1）血常规检测：包括血红蛋白、白细胞计数、

血小板计数等； 
（2）肝功能检测：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以及总胆红素（TBIL）
等； 

（3）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记录输血过程中和输血

后的发热、过敏以及细菌感染等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 和“ x s±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x2 和%表示计数资

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输血后的血常规 
与参照组的血常规相比，实验组输血后血红蛋白

水平差异显著（P<0.05），白细胞计数和血小板计数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2.2 对比两组患者输血后的肝功能指标 
与参照组相比，实验组输血后 ALT、AST、TBIL

水平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 2： 
2.3 两组患者的输血不良反应情况 
实验组的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参照组

（P<0.05），详见表 3： 
 

表 1  两组患者的血常规比较（ x s± ） 

组别 例数 血红蛋白(g/L) 白细胞计数(×109/L) 血小板计数(×109/L) 

参照组 50 90.65±10.23 4.75±1.26 127.34±32.21 

实验组 50 98.34±9.65 4.63±1.06 128.48±28.66 

t - 3.867 0.515 0.187 

P - 0.001 0.608 0.852 

表 2  两组患者的肝功能指标比较（ x s± ） 

组别 例数 ALT(U/L) AST(U/L) TBIL(μmol/L) 

参照组 50 110.35±35.62 87.29±25.26 28.24±9.25 

实验组 50 95.34±28.31 76.43±19.66 24.22±7.64 

t - 2.333 2.399 2.369 

P - 0.022 0.018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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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的输血不良反应情况[n，(%)] 

组别 例数 发热 过敏 细菌感染 总发生率 

参照组 50 4（8%） 3（6%） 2（4%） 9（18%） 

实验组 50 2（4%） 1（2%） 0 3（6%） 

χ2 - 1.418 2.083 4.012 6.818 

P - 0.234 0.149 0.043 0.009 

 
3 讨论 
在肝病的治疗过程中，血浆输注作为一种重要的

治疗手段，常被用于补充患者体内缺失的凝血因子、改

善凝血功能，特别是在肝病晚期或病情危重时，其作用

尤为显著[2]。然而，血浆输注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如

输血反应、输血传播疾病等[3]。因此，严格控制血浆输

注，确保输血安全，对于肝病患者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常规血浆输注通过静脉输注的方式，将经过严格筛

选和处理的血浆制品输入患者体内，以补充其所需成分
[4]。然而，常规血浆输注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输

血反应、过敏反应以及潜在的疾病传播风险等。为确保

患者安全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治疗效益，严格控制血浆输

注的各个环节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输血前的详尽评估

是不可或缺的，它要求医护人员深入了解患者的具体病

情、既往输血史及过敏史，以便全面评估输血的风险与

必要性，为个性化的输血方案制定提供依据[5]。其次，

严格执行输血申请与审批流程，是防止滥用血浆资源、

确保输血指征明确的重要措施。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临床

医生的初步评估，还需经过上级医师或血库的复审，以

确保输血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加强输血相容

性检测也是降低输血风险的关键步骤。从而减少因血型

不合导致的输血反应[6]。在输血过程中，医护人员需对

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持续监测，如心率、血压、呼吸频

率等，并密切观察有无输血反应的发生。一旦发现异常，

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干预，确保患者安全[7]。最后，输

血后的复查工作也不可忽视。通过及时进行血常规、肝

功能等指标的复查，可以全面评估输血效果，了解患者

生理状态的恢复情况，并为后续治疗方案的调整提供参

考[8]。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参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在

输血后的血常规指标更为稳定，肝功能指标改善更为明

显，且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更低。这表明严格控制

血浆输注能够显著提高肝病患者血浆输注时的输血检

验质量，为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严格控制血浆输注能够显著提高肝病

患者血浆输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促进肝功能恢复，降

低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因此，未来应继续深化相关研

究与实践，以优化输血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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