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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反应366例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黄萃 李彩霞 纪勇平

输血是救治患者的重要医疗手段。尽管输血

前血液经过严格检测和血型配合，但由于检测技术

的限制以及免疫原性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临床上仍

有部分患者会发生输血反应[1~5] ，其引起的风险不

容忽视。为掌握本地区输血反应的类型、探讨输血

反应可能的影响因素和特点，本次研究回顾性分析

了2017～2022年发生输血反应的情况，以期更好地

采取对策，预防输血反应，保障输血安全。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年 1 月至 2022年 12 月

在丽水市人民医院输血治疗的所有患者，共32 605名
患者，110 648 次输血；所有血液由丽水市中心血站

提供，品种包括悬浮红细胞、洗涤红细胞、新鲜冰冻

血浆、冰冻血浆、单采血小板、冷沉淀凝血因子。本

次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通过查阅医院输血管理信息系统及输

血反应上报资料，对 2017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所有输血及其输血反应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收集记录患者输注的血液品种、次数、反应类型等

数据。

1.3 输血反应诊断标准 输血反应的判定标准原

则上参照WS/T624-2018《输血反应分类》[6]。

2 结果

2.1 2017～2022年输血反应发生率见表1
由表 1可见，110 648 次输血共发生输血反应

366 例，输血反应发生率为 0.33％。2017～2021年

整体上呈升高趋势，2022年输血反应发生率下降至

0.30％。

表1 2017～2022年输血反应发生率情况

年份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合计

输血人次

20374
16414
19948
17421
16588
19903

110648

反应人次

24
39
90
68
85
60

366

发生率/％
0.12
0.24
0.45
0.39
0.51
0.30
0.33

2.2 输血反应类别 366 次输血反应中有5 种类别。

其中过敏反应发生率最高，共264 例（72.13％），其次

是非溶血性发热反应 99 例（27.05％）、输血相关循

环超负荷 1 例（0.27％）、铁超负荷 1 例（0.27％）、低

血压反应1 例（0.27％）。

2.3 输注血液次数对输血反应发生的影响见表2
表2 输注血液次数对输血反应发生的影响

输注血液次数

1次
2次
≥3 次

合计

次数

53265
18849
38534

110648

输血反应/例
70
47

249
366

输血反应发生率/％
0.13
0.25
0.65
0.33

由表2可见，输血2 次、≥3 次组发生输血反应

率分别为0.25％和0.65％，输血1 次的反应率最低。

2.4 输注血液品种对输血反应发生的影响见

表 3
由表 3可见，输注单采血小板输血反应发生率

最高（1.45％）、冷沉淀凝血因子输注未观察到输血

反应。红细胞输注后发生的输血反应以非溶血性

发热反应为主（77.14％），而新鲜冰冻血浆、冰冻血

浆、单采血小板输注的输血反应以过敏反应为主，

分别占比为90.91％、93.55％、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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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血液品种输注后输血反应发生情况

血液品种

红细胞

新鲜冰冻血浆

冰冻血浆

单采血小板

冷沉淀凝血因子

合计

输血

人次

39137
32064
23795
9805
5847

110648

过敏

反应/例
23
80
29

132
0

264

非溶血性

发热反应/例
81
6
2

10
0

99

输血相关

循环超负荷/例
0
1
0
0
0
1

铁超

负荷/例
1
0
0
0
0
1

低血压

反应/例
0
1
0
0
0
1

合计/例（%）

105（0.27）
88（0.27）
31（0.13）

142（1.45）
0

366（0.33）
3 讨论

Clebone[4]报道美国输血反应发生率可达1％，致

死率为0.002％～0.0005％；但是不同地区和人群输

血反应发生的类型、影响因素和风险存在差异[1～5]。

英国 2019 年 SHOT 公布的输血反应发生率为

0.18％ [8]，国 内 报 道 的 反 应 率 多 在 0.27％ ～

1.68％ [1～5]。本次研究的输血反应发生率为0.33％，

低于国内大部分的报道，但高于英国 SHOT公布的

数据。这种不同地区输血反应发生率的差异可能

与选择的患者病种、治疗手段、血液品种、医疗水平

和监控管理等有关。

本次研究显示，血液品种中以单采血小板输注

后输血反应发生率最高，并以过敏反应为主，这与

国内大部分研究一致[1~3，5]，原因和其本身复杂成份

有关，即有血小板成份又有血浆成份，但无冰冻处

理过程，因此异体蛋白引起过敏反应的可能更为明

显；输注冰冻血浆和新鲜冰冻血浆的输血反应也是

以过敏反应为主。输注红细胞引起的输血反应以

非溶血性发热反应为主，主要是由于输注了含有白

细胞的血液成分与患者体内已有的抗体（抗-HLA、

抗-HPA、白细胞特异性抗体等）发生免疫反应，以

及血液中的白细胞成分释放的可溶性细胞因子等

所致[6~9]。所以针对各个血液制剂的输血反应发生

情况，需要进行制备质量改进以减少输血反应发

生，如血小板制剂，可降低制剂蛋白含量，使用少浆

血小板、洗涤血小板或者添加剂保存血小板 [10,11]，红

细胞类制剂则应建议使用去白细胞产品，以降低因

白细胞成分导致的发热反应发生。

此外，输血反应发生率也与患者输血次数呈正

相关[12]。随着个体接受输血次数的增加，输血反应

发生率明显提高。本次研究结果显示，2017～2021年
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与医院在2018年进入三级甲等

医院的评审周期，加强了输血反应报告的管理有

关。2022年输血反应发生率下降至 0.30％，这与医

院为降低风险，进行质量改进，采取了有针对性的

预防用药、提高去白血制剂的应用等措施有关。对

于患者来说，献血者的血液是一种外来物质，患者

多次输血会增加机体免疫反应的发生概率。一些

过敏体质患者首次输入含相应过敏原的血液时，会

产生同种异型抗体，并使红细胞致敏，当再次输注

时可引起 IgG或 IgE介导的抗原抗体反应[13]。因此，

在临床治疗时，要采取科学合理的用血策略，严格

用血指征，减少不必要的输血，推广自体输血等。

综上所述，输血反应威胁患者的安全，患者输

注的血液品种、输血次数影响输血反应发生率。因

此，在临床实践中，应严格掌握输血指征，减少输血

次数，正确选择血液品种，采取白细胞过滤、洗涤、

辐照等措施，提高血液制剂质量；同时，提高医务人

员识别、诊断和处置输血反应的能力，规范输血反

应的报告和管理，并定期进行总结评估和原因分

析，预防和减少输血反应，提高输血安全性。由于

本次研究数据仅来自一家三甲医院，未进行多中心

研究，输血反应率变迁存在局限性；另外，医护人员

对非常见类型输血反应认知不足，导致报告的输血

反应类型单一，并可能存在漏报误报现象，这是研

究存在欠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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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临床推广。但由于本次研究样本量较少，对

HSG患者实施手术化管理是否有助于提高自然受

孕率，需增加样本量并延长研究时间加以明确，同

时对降低辐射剂量也应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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