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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自体血回输技术在基层医院骨科手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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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分析自体血回输技术在基层医院骨科手术中的实际应用效果。方法：回顾分析本基层医院骨科科室中收治的手术患者，将其作

为本次研究观察的对象。患者在手术过程中都采用了自体血回输技术手段。通过对比患者手术前与手术后的各项指标变化情况来分析该技术的具体

效果。观察指标内容包括了血常规指标水平和凝血功能指标水平。结果：在手术中经过自体血回输技术应用后，在手术 1d 后的血常规（WBC、PLT）

指标水平和电解质指标（血钾），与手术前相比较，并无明显变化（P＞0.05）。在凝血功能指标方面，手术 1d 后的 PT、APTT、FLG 指标水平同手术

前对比虽有一定变化，但手术前后比较统计学差异并无意义（P＞0.05）。结论：对于基层医院收治的骨科手术患者而言，在手术过程中通过自体血

回输技术后，对患者的凝血功能、血常规指标并无明显影响，具有一定的应用效果，值得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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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患有骨科疾病或者受到外力冲击需要做手术的骨

科患者越来越多，在手术的过程中需对患者进行组织分离，会增加

手术出血量，若失血量过多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

此，在手术期间要采取输血手段。输入异体血液会导致患者出现不

良反应，如肺损伤、溶血反应等，不仅会增加患者的治疗经济负担，

也不会起到显著的手术效果。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自体血输

注技术（ABT）已经成为抢救患者的有效手段，适用范围相对较广。

ABT 在手术中的应用可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但自体血回输技术是

否会影响到患者的凝血功能指标和血常规水平是目前所要探究的

问题。为此，本文通过分析本基层医院收治的骨科术中应用自体血

回输技术的患者来探究此技术在骨科手术中的实际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所选取的骨科手术对象均来自本基层医院骨科科室

收治的患者，共计 56 例。结合 ASA 将患者分为二级和三级。年龄

范围在[15-82（41.48±3.49）]岁。男女比例为 32∶24。脊柱骨折患

者共 14 例，股骨骨折患者共 28 例，椎体骨折患者共 14 例。患者

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内容、流程、目的均已了解，自愿签署相关协

议书切经过了本基层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批准。满足术中自体血回输

技术使用条件的患者各项指标为：术中出血量＞400mL；凝血功能

正常；PLT 功能正常；血红蛋白浓度＞90g/L。 

1.2 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的技术设备为京精自体血液回收机(3000P 型)（生

产厂家：北京京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国械注准 20153452333）[1]。

首先对患者进行静脉通路，然后检测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在手术

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将通过负压吸引，对回收管道采用引

入的生理盐水进行湿润，将肝素钠加入生理盐水中制成抗凝剂，在

进行自体血回前通过抗凝剂预充管道，当血液超过 500ml 后通过自

体血液回收机进行清洗、过滤、离心、净化。获得浓缩红细胞后，

在手术完成前将血液进行回输。 

1.3 观察指标 

1.3.1 血常规指标。本次研究所观察的血常规指标包括血钾、

WBC（白细胞计数）、PLT（血小板计数）。 

1.3.2 凝血功能指标。本次研究所观察的凝血功能指标指标包括

PT（血浆凝血酶原时间）、APT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FG（纤

维蛋白原）[2]。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涉及数据均在 SPSS22.0 中输入展开统计，计量内容（血常

规、凝血功能）采用( sx ± )表示，行 t 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前后血常规指标及血钾水平对比 

手术前后血钾、WBC、PLT 对比（如表 1 所示），相较于手术

前，患者术后的各项血常规指标及血钾水平并无明显变化，前后对

比差异不明显（P＞0.05）。 

表 1 患者手术前后血常规对比( sx ± ) 

组别 WBC（×109） PLT（×109） 血钾（mmol/L） 

术前（n=56） 9.11±4.42 123.50±6.23 4.34±0.59 

术后（n=56） 9.29±4.56 121.50±5.67 4.45±0.61 

t 值 0.2121 1.7767 0.9700 

P 值 0.8324 0.0784 0.3342 

2.2 手术前后凝血功能指标水平对比 

手术前后 PT、APTT、FLG 指标对比（如表 2 所示），与手术前

对比，患者术后各项凝血功能指标无显著变化，对比差异不显著（P

＞0.05）。 

表 2 患者手术前后凝血功能指标水平对比( sx ± ) 

组别 PT（s） APTT（s） FG（g/L） 

术前（n=56） 11.31±0.93 26.12±2.69 2.61±0.52 

术后（n=56） 11.44±1.11 27.31±2.72 2.57±0.47 

t 值 0.6718 2.3278 0.4271 

P 值 0.5031 0.0217 0.6702 

3 讨论 

现阶段，自体血回输技术在手术治疗中的应用范围较为广泛，

特别是出血量较高的手术中，采用此技术方法能将手术过程中渗出

的血液或者积血作为血液回输的血源头，然后在抗凝剂的加持下通

过回收、过滤、清除能将血液中的杂质去除，从而可以避免血常规

指标水平受到影响。在骨科手术过程中，由于出血量过多会采用大

量血液，二通过自体血回输技术能够降提高血液使用率，降低血液

使用成本，实现二次利用。从本次研究结果中来看，通过自体血回

输技术，患者手术前后的血常规指标和血钾指标并无明显变化，说

明了此技术在血液回输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安全性较高。凝血功

能指标在手术前后无明显变化说明自体血回收时虽然会对部分血

液成分造成破坏，降低凝血功能，但手术中采用的药物呈现出高凝

状态，回输时却呈现低凝状态，从而会抵消回收时产生的消极影响，

并不会影响到患者的凝血功能。 

综上所属，针对基层医院收治的骨科手术患者，在手术中施行

自体血回输技术的效果显著，也可以在其他符合技术使用条件的科

室手术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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