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2)2020.1

临床研究

21

严重创伤患者大量输血治疗对凝血功能影响分析
孔德瑞

（邯郸市中心医院  河北  邯郸  056001）

【摘 要】目的：分析严重创伤患者大量输血治疗对凝血功能影响。方法：基线资料选取 70 例严重创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按

照患者住院顺序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35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实验组采用大量输血治疗，对比患者治疗前后血红蛋白、

血小板计数及患者治疗后凝血功能指标变化情况。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前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对比无差异（P ＞ 0.05），无统

计学意义。治疗后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对比中，实验组显著好于对照组（P ＜ 0.05），且实验组患者治疗后凝血功能指标对比

显著好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在给予严重创伤患者治疗指导中，通过大量输血治疗能够改善患者病症，但是在给予患者

治疗中要预防并发症出现，做好患者治疗后的预后处置，以此为患者治疗水平提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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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创伤患者是当前临床治疗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患者类型，

在现有临床医学研究中发现，严重创伤患者主要是由于车祸、

坠伤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引起的患者受伤 [1]。该类患者在临

床治疗中具有明显的表现，如休克、失血过多以及红细胞数量

减少等症状，如果不及时采取治疗措施，患者出现危险的几率

是非常高的 [2]。在临床治疗中，通常以少输血或不输血原则为

患者治疗，但是部分失血过多，病情较为严重患者治疗中，应

该给予患者大量输血治疗处置，以此帮助患者改善病症。本研

究通过 70 例严重创伤患者研究，对其治疗中大量输血治疗对

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进行分析，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基线资料选取 70 例严重创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患者住

院顺序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5 例。实验组年龄均值

（39.66±5.21）岁，对照组年龄均值（38.58±3.55）岁。所

有患者于 2018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在邯郸市中心医院就诊，

所有参与研究患者均无凝血功能障碍及其他精神疾病。且患者

资料对比无差异（P＞ 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在患者血色素检测分析中得出，二者血色素数值为 50g，

随后为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治疗，做好患者监测管理，并且建

立静脉通道，在血色素达到 80-100g 时停止输血。实验组患者

则采用大量输血治疗，具体实施如下：首先，评估患者治疗风

险，确定治疗难度 [3]。其次，在患者输血过程中，应该监测患

者生命体征，对失血量超过1000ml的患者给予大剂量输血处置，

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患者输血补充，稳定患者体内循环。再次，

在患者输血过程中，应该控制患者静脉输血速度，为患者自身

输血质量提升奠定基础。最后，当患者经过抢救自身症状稳定

后，可以将患者推入 ICU 重症监护室进行看管，直至患者病情

有所稳定后再将其推回普通病房 [4]。

1.3 观察指标

对比患者治疗前后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及患者治疗后凝

血功能指标变化情况。在治疗前后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对比

中，以迈瑞 CAL 8000 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器作为检测设备，

就患者血红蛋白及血小板计数进行采集和记录。在患者治疗后

凝血功能指标对比上，以 Sysmex cs5100 血凝仪作为检测设

备，分别为患者进行纤维蛋白原（FLB）、活化部分凝血酶时

间（APTT）、凝血酶时间（TT）和凝血酶原时间（PT）进行测

量和记录，最终进行对比分析 [5]。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统计学处理，以 SPSS22.0 统计软件为主，数据校验

中 x2 代表卡方值，t 代表配对值，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治疗前后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对比无差异（P ＞

0.05），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对比中，

实验组显著好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

表 1 患者治疗前后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对比（ sx ± ）

组别  n        血红蛋白/g/L      血小板计数×109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35  48.12±9.85   78.52±3.63  105.25±3.63  223.15±10.63

对照组 35  48.59±10.12  68.52±2.15  101.12±6.32  185.12±10.12

  t     1.163         13.156       1.563         20.155

  P     0.363         0.000       0.263         0.000

2.2 患者治疗后凝血功能指标对比

实验组患者治疗后凝血功能指标对比显著好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表 2 患者治疗后凝血功能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n    FLB/g·L-1    APTT/s     TT/s        PT/s

实验组 35   3.96±0.29   30.12±2.52   12.35±0.15    13.12±0.52

对照组 35   2.52±0.23   36.32±2.12    13.45±0.56    14.52±0.36

  t      6.966         6.789   10.152        11.132

  P      0.048         0.049   0.000        0.000

3 讨论

严重创伤患者临床治疗过程中，对于患者失血过多的救治

是非常关键的。要知道在现有临床医学发展中，由于患者受到

意外出现严重创伤，所以患者自身失血量过多，造成患者休克

或者是昏迷，对于此，应该及时给予患者救治处置。通过抢救

治疗帮助患者改善临床病症，对于失血过多患者应该以控制患

者失血量为主，只有处理好患者失血量，这样才能为患者自身

生命安全防护提供帮助。由于严重创伤患者临床发病后，其自

身的凝血功能会受到障碍，患者自身的携氧能力降低，久而久

之就会造成患者器官供氧不足，尤其是心肺供氧不足，造成患

者休克或者昏迷，因而应该为患者制定科学的治疗措施。在严

重失血患者救治中，需要给予患者大量输血治疗处置，以此帮

助其改善临床病症，稳定其自身生命体征。

（下接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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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 HP 耐药率逐渐增加、根除率逐渐降低的情况下，

怎样选择最佳的 HP 根除方案，是目前面临的难题。对初次治

疗的患者，可基于地区人群的耐药背景选择耐药率相对较低的

抗生素组合，同时选择抑酸程度强的 PPI，推荐含铋剂的四联

方案，辅以益生菌或中成药治疗。对多次根除治疗失败的患者，

需再次根除 HP 前，建议行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制定个体化

的治疗方案，提高 HP 的根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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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泰指出，严重创伤患者临床表现最为明显的一项特征

就是患者在受到伤害后会出现明显的失血现象。同时患者自身

病情会呈现恶化状态，所以需要采取科学的救治措施。在以大

量输血治疗处置后，患者病情有所好转。但是长远来看，大量

输血不是一项有效治疗方案，因而在患者治疗后，需要及时采

取维护管理措施，从而提高患者治疗能力。唐华指出，大量输

血治疗作为一种常见的临床治疗方式，将其应用到严重创伤患

者治疗中，能够短期改善患者指标，但是并不建议患者采用大

量输血治疗。虽然大量输血能够在短期内为患者补充失去的血

液，对维持患者自身凝血功能和机体循环具有一定帮助，但是

对患者自身的影响也是较大的。钟丹锋指出，严重创伤患者救

治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尽快为患者建立静脉通道，然后给予患者

吸氧处置。这是因为患者在经受创伤后，其自身失血量较大，

患者的血液携氧能力降低，因而通过建立静脉通道能够为患者

补充血液，而吸氧处置则能够帮助患者维持吸氧控制，对改善

和提高患者输血效果具有重要帮助。

经论证分析后得出以下结果：以表 1 中的结果可以看出，

实验组患者经过大量输血治疗后，患者治疗效果有了显著改善，

在相关指标的改善上更是效果明显。经过对比治疗前后血红蛋

白和血小板计数后得出，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各项指标显著好

于对照组，验证了大量输血治疗在患者治疗中的作用，因而可

以在患者治疗中推广。表 2 中的结果表示，实验组患者经过大

量输血治疗后，患者自身凝血功能指标改善效果显著，各项指

标变化逐渐趋于稳定，说明以大量输血作为患者治疗方法能够

满足患者治疗要求。但是在临床治疗过程中，由于大量输血治

疗存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在患者治疗中还需要评估其治疗需求，

确定其是否需要大量输血治疗，如果在输血治疗后患者指标有

改善，则不建议在继续输血治疗。

参考文献：

[1] 盛智伟 . 大量输血对严重创伤患者机体凝血功能的影

响及对策分析 [J]. 按摩与康复医学，2018，21(17)：33-34.

[2] 曾少丽，曾演强，钟乙红 . 大量输血对急性创伤患者

凝血功能和纤溶系统的影响 [J].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

20(9)：18-20.

[3] 徐文心，朱晓光，李梅芳，等 . 血栓弹力图对创伤性

凝血病患者诊断和输血治疗的研究 [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19，29(4)：504-509.

[4] 赖 冬，田艳，龙敏，等 . 创伤后大出血患者血细胞

比容和酸碱度与凝血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J]. 中国输血杂志，

2018，21(5)：125-127.

[5] 赖智武 . 肿瘤患者大量输血后临床检验指标的临床观

察 [J]. 中国实用医药，2017，12(28)：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