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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血救自己  带您了解自体输血
▲ 河南省信阳市中心医院  蔡莉

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输血已经成

为一种重要的医疗手段，为无数患者带来了生

的希望。然而，传统的异体输血方式却存在着

诸多问题，例如血源紧张、有感染风险和免疫

排斥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体输血逐渐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将带您了解自体输血的

基本原理、优点、操作流程以及注意事项，让

我们一起探索这种自我拯救的生命奇迹。

基本原理

自体输血，顾名思义，是指使用患者自身

的血液进行输血。这种方法的原理在于，通过

预先储存或回收患者手术或产后流失的血液，

经过处理后重新输回患者的体内。自体输血无

需依赖他人的血源，有效缓解了血源紧张的问

题。同时，由于是患者自身的血液，免疫排斥

反应几乎不存在，大大提高了输血的安全性。

优点

缓解血源紧张 自体输血无需依赖他人的

血源，有效缓解了血源紧张的问题，尤其适用

于稀有血型或特殊血液需求的患者。

降低感染风险 由于使用的是患者自身的

血液，避免了异体输血可能带来的感染风险，

如艾滋病、乙肝等血液传播疾病。

避免免疫排斥 自体输血无需考虑免疫排

斥反应，大大提高了输血的安全性。

缺点

操作复杂 自体输血需要经过血液回收、

处理和储存等环节，操作相对复杂。

费用较高 由于自体输血的操作复杂，相

关设备和材料成本较高，因此费用相对较高。

操作流程

血液回收  通过专业的血液回收设备，将

手术或产后流失的血液回收回来，必要时可进

行抗凝处理。

血液处理  回收的血液经过离心、分离等

操作，去除其中的异常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

板等成分，保留血液中正常的红细胞。

血液储存  处理后的红细胞可以储存于专

用的血液储存设备中，一般可保存35 d。

血液回输 在需要输血时，将储存的自体

血液通过静脉输液的方式回输给患者。

注意事项

术前评估  在手术前，医生会对患者进行

全面的评估，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手术出血

量以及是否有自体输血的适应证等。

术中操作  手术过程中，医护人员需密切

关注患者的出血情况，并及时回收流失的血液。

术后护理  术后，医生会定期对患者进行

随访和检查，了解患者的恢复情况以及是否有

输血不良反应。

健康教育  对患者进行自体输血的相关知

识教育，使其了解自体输血的操作流程、注意

事项以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等。

自体输血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输血方式。

它不仅可以缓解血源紧张的问题，还能降低感

染风险和避免免疫排斥。然而，自体输血也存

在操作复杂和费用较高的问题。未来随着医疗

技术的不断进步，相信自体输血将会更加成熟

和完善，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耳鼻咽喉领域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疾病，

本文将探讨一些耳鼻咽喉的常见疾病及它

们的原因和症状。

中耳炎

中耳炎是一种常见的耳朵感染，它通

常涉及到中耳的发炎。这种疾病不仅在儿

童中常见，在成年人中也会发生。

中耳炎通常由细菌或病毒感染引起。

这些病原体通常通过上呼吸道感染或耳部

水分滞留进入中耳。儿童更容易受到中耳

炎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喉咙和耳朵结构更

容易让病原体进入中耳。此外，吸烟和被

动吸烟也可能增加儿童患中耳炎的风险。

鼻窦炎

鼻窦炎通常由细菌、病毒或真菌感染

引起，这些病原体可以引发鼻窦内组织的

炎症。其他可能的病因包括过敏、气象因素、

鼻息肉或其他解剖问题。鼻窦炎分为急性

和慢性两种类型。

急性鼻窦炎 通常是由感染引起，持续

不超过12周。急性鼻窦炎的症状通常较为

明显。

慢性鼻窦炎 持续超过12周，可能由

多因素引起，包括感染、过敏或结构异常。

咽喉炎

咽喉炎可由细菌或病毒感染引起，也

可能是过度咳嗽、嗓音过度使用或过度干

燥等因素导致。咽喉炎的症状如下。

咽喉疼痛 咽喉内部发炎，因此常常感

到疼痛或灼热。

咽喉干燥 咽喉炎使咽喉黏膜干燥，引

起干燥不适感。

声音嘶哑 咽喉炎可能影响声带，导致

声音嘶哑或失去声音。

吞咽困难 咽喉炎时，吞咽食物或液体

可能会引起疼痛或不适感。

耳道感染

耳道感染通常由细菌或真菌感染引起，

尤其是当湿润的环境促使这些微生物滋生

时。耳道潮湿、过度清洁耳朵、游泳和外

耳道受伤等都可能增加耳道感染的风险。

耳道感染的症状如下。

耳朵疼痛 疼痛可能从轻度到剧烈不

等，尤其在触碰或拉扯耳朵时疼痛明显。

瘙痒 真菌感染时，耳朵内部可能会感

到奇痒不适。

耳垢增多 耳朵可能会产生异常的耳

垢，看起来橙黄或绿色。

听力下降 由于耳道内的炎症和分泌

物，听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耳鸣

耳鸣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听觉异常，它

表现为持续或间断的嗡嗡声、嘶鸣声、噪

音或响声，而没有外部声源。耳鸣可以由

以下多种原因引起。

噪音暴露 长期暴露于高音量的噪音环

境，可能损害耳蜗内的听觉神经。

耳部感染 一些耳部感染或炎症可以导

致耳鸣。

耳蜗问题 耳蜗内的异常或问题，如耳

蜗退行性疾病，可能引发耳鸣。

药物不良反应 某些药物，如某些抗生

素、抗抑郁药、解热镇痛药等，可能会导

致耳鸣。

鼻过敏

鼻过敏通常是免疫系统对空气中的过

敏原产生过度反应所致。这些过敏原可包

括花粉、尘螨、霉菌孢子、宠物皮屑、空

气中的污染物等。

鼻过敏的常见症状包括打喷嚏、流鼻

涕、鼻塞、眼部瘙痒、咽喉痛等。

耳石症

耳石症通常是由内耳中称为耳石的小

钙晶体脱落并漂移至半规管中所引起的。

耳石症的主要症状如下。

眩晕 突发性的、短暂的、强烈的眩晕

感，通常触发于头部的某种位置变化，如

从坐位到站位或从站位到躺位。

头晕 患者可能感到头晕、不稳或晕眩，

特别是在头部移动时。

恶心和呕吐 眩晕和头晕感可能伴随恶

心和呕吐。

脑出血是指脑血管破裂，导致脑实质

内出血，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

近年来，脑出血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造成巨大影响。那么，脑

出血有什么先兆？如何正确地急救脑出血患

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脑出

血？本文将为您揭开这一神秘的面纱。

脑出血的先兆

脑出血的先兆是指发病前的预示性症

状。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可以有效预防疾

病的发作，以下是脑出血的常见先兆。

头痛  头痛是脑出血最常见的先兆之一，

常表现为突然发作的剧烈头痛，并伴有恶心、

呕吐等症状。这种头痛与普通的头痛有所不

同，常表现为持续性胀痛或跳痛，难以忍受。

眩晕  脑出血前，患者可能会出现突然的

眩晕感，犹如坐云霄飞车一般，甚至出现晕厥。

眼胀、视力模糊  患者可能会出现眼部不

适，如眼胀、视力模糊等症状，这是因为颅

内压增高导致了眼部血管的异常。

口角流涎  患者可能会出现口角流涎的

现象，表现为不自主地流口水。

手脚麻木  患者可能会出现手脚的麻木、

乏力等症状，这可能是由于颅内压增高导致

神经受压所致。

情绪异常  患者可能会出现情绪异常，

如情绪激动、烦躁不安等，这可能是由于颅

内出血影响了情绪中枢所致。

急救方法

保持镇静  出现脑出血时，患者一定不能

惊慌，要保持镇静，然后通知急救中心或者

社区医疗站，告诉对方自己的病情和症状，

并告诉对方自己的家庭住址或者附近能找到

的明显标志物，以便对方在最短的时间内找

到患者。

绝对卧床  患者应该保持绝对卧床休息，

禁止一切不必要的搬动，避免情绪激动导致

血压升高。

保持呼吸道通畅  昏迷的患者应该将头

偏向一侧，让呕吐物和黏液等流出及时吸出，

以保持呼吸道通畅，避免呕吐物堵塞呼吸道

造成窒息。此时，还应该给予患者持续低流

量吸氧。

头部降温  头部降温有利于脑细胞损伤

的减轻和脑水肿的减缓，可以采用冰袋裹毛

巾放在患者的额头进行冷敷。但必须注意在

冰袋外裹上一层薄的毛巾，否则长时间冰敷

可能会冻伤患者。

针刺治疗  可以在患者的少商、人中、

十宣等部位采取针刺放血的办法进行治疗。

应用药物  应用速尿、甘露醇等脱水剂以

降低颅内压。使用镇静剂和安定剂，有利于

患者更好的恢复健康。在确认患者脑出血的

情况下，还可以使用一些降低血压的药物进

行治疗，但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积极应对并发症  在积极处理脑出血的

同时还应该处理一些并发症，如患者出现呕

吐就应该及时清理呕吐物以防窒息，患者出

现大小便失禁也应该及时进行处理，以防造

成感染等等。

预防方法

控制血压  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危险

因素。收缩压超过 180 mmHg 的人发生脑出

血的几率是正常人的两倍，因此应该采取积

极的降压治疗。不过降压不能过快过猛，否

则可能会诱发脑出血。

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吸烟、喝酒、盐摄

入过多等都会增加脑出血的可能性。因此我

们应该戒烟、戒酒，低盐低脂饮食等以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检查  对于那些有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等疾病的人应该定期检查自己的血

压、血脂、血糖等指标，以更好的掌握自己

的身体状况。

避免精神过度紧张  精神过度紧张可能会

使血压突然升高诱发脑出血。因此我们应该

学会放松自己，避免过度劳累等。

多做运动  经常做运动有利于舒经活

血、放松肌肉等，对预防脑出血有一定的帮

助作用。

及时就医  如果出现上述先兆症状，应

该及时就医，避免延误治疗时机。

结束语

脑出血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具有较

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

该尽量做好预防工作，如果突然出现脑出血

的症状时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并采取急救措施，

及时就医争取时间，避免出现意外情况。

耳鼻咽喉的常见疾病
▲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劳显儒

脑出血急救科普小常识
▲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  张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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