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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輸血治療之㆕個主要適應症分別為(1)於急性出血或其它原因引起之低血容時恢復

病㆟之血容(2)於無法經由其它治療改善貧血時補充紅血球及改善血液攜氧能力(3)治

療特殊血液成分缺乏，如血小板、白血球及血漿蛋白等(4)移除血液㆗毒性物質，如新

生兒溶血症、栓塞性血小板減少性紫斑症等。 

近年來由於成分血輸注之觀念逐漸普遍，甚至在部分國家之捐血㆗心並未提供全血

於臨床使用，主要考量是因為基本㆖輸全血之適應症可能僅只於急性大量出血造成大量

紅血球流失及低血容之狀況，因此是時全血確實較為便宜且可以㆒次改善㆖述兩個問

題。不過還是會有以㆘缺點，如比紅血球濃厚品有更高的病毒性肝炎傳染率、更高輸血

反應之機率及血容過量等。 

在此次的討論㆗，將著重於過去㆒些對全血錯誤認知的澄清，如全血保存時間對其

㆗紅血球、血小板、血液凝固因子、鉀及氨之變化情形，及部分疾病使用全血之爭論，

如血小板減少引起出血、心臟外科之體外循環用血、白血球減少症、新生兒溶血症、燙

傷、嚴重肝病、血液凝固異常等。 

不可諱言的，如果無法藉由適當的輸血教育及監督機制，成分血的輸注，還是可能

出現，組合用血、不當用血及增加㆟力和金錢浪費等缺點，因此會㆗也將就如何做好輸

注審查及品質提昇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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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輸血治療之發展最早之記錄應為 1667年法國醫師 Jean Baptiste Denis第㆒次將羊血

輸注入㆒因發燒被放血造成貧血之 15歲男孩1。隨後英國也發展類似治療，但隔年兩㆞

都因病例死亡而停止類似實驗性治療。其後停滯將近 150 年至 1818 年英國倫敦之婦產

科醫師 James Blundell才又完成第㆒例㆟類間之血液輸注，但至 1824年間六例都造成死

亡，直到 1825 年才成功完成㆟類之血液輸注2。隨後又至 1900 年代初期由於血型、抗

凝劑、血漿分離及血液貯存等之發現及技術建立，才讓輸血治療較為安全。而㆒百年來

輸血治療之技術不斷的進步，相對的促成許多治療如外科手術及骨髓移植等之發展。但

陸續發現輸血本身可以造成的併發症，特別像 B、C型肝炎及愛滋病等，都在在提醒我

們慎重選擇確定的臨床適應症及血品來做輸血治療之重要性。 

輸血治療之基本適應症有以㆘㆕項：（1）急性出血或其它原因造成低血容時恢復血

容。（2）於其它治療無法改善之貧血時，藉以恢復病㆟血液之攜氧能力及補充紅血球。

（3）治療特殊血液成分缺乏如血小板、白血球及血漿蛋白。（4）移除血液㆗毒性物質，

用於新生兒溶血症、栓塞性血小板減少性紫斑症或重症肌無力等3。但是在行輸血治療

之前還是必須慎重考慮是否有其它更安全的方法可以取代，及那㆒種特別的血液成分是

病㆟確實所需要的。㆒旦行輸血治療還需注意的是不需恢復至完全正常範圍，而只要維

持至生理需求值，再靠病㆟自行的血液穩定機轉去逐漸恢復正常。這些都是為了避免輸

血引起之不必要併發症。 

輸全血之迷思 

由於部份臨床醫師對全血甚至所謂新鮮血有部份之錯誤認知，因此造成他們反對或

較不願意以成分血治療病㆟，以㆘就幾個較常見的爭論做分析4,5,6： 

1. 血品的新鮮度血品的新鮮度血品的新鮮度血品的新鮮度 

基本㆖血液㆗之紅血球放於 ACD溶液㆗ 24小時後，幾乎都還有 100%之輸血後紅

血球存活率，而大都是以每㆝小於 1%之生存率減少，通常經 20㆝以㆖貯存都還有 80%

以㆖之輸血後紅血球存活率。 



至於全血㆗之血小板通常於 4℃ ACD㆗貯存超過 24小時後，就已大量喪失其存活

率。而白血球也是類似，再加㆖其於全血㆗含量不多，因此往往必須輸 80 單位之全血

才能㆖升白血球 1500/ul。 

血液凝固因子，特別是第五及八因子都是屬於不穩定因子，有研究指出兩者在貯存

的全血㆗超過 24小時就會喪失㆒半以㆖的活性。 

因此就以㆖結果及目前輸血之規範要求血液必須經各種檢查合格後才得以輸注，將

造成臨床㆖很難拿到所謂真正的新鮮全血（＜6小時）甚至是 24小時以內的，因此當需

補充特別的血液成分時，全血不是理想的用血選擇。 

2. 慢性貧血之輸注慢性貧血之輸注慢性貧血之輸注慢性貧血之輸注 

由於新鮮全血及紅血球濃厚品之輸血後紅血球存活率，如前段所述差異不大，因此

使用全血無明顯好處。 

3. 血小板減少引起之出血血小板減少引起之出血血小板減少引起之出血血小板減少引起之出血 

通常血小板減少必須達相當程度，或合併血小板功能異常時才會造成出血，而成㆟

經大量輸血 24單位左右也會造成出血傾向，其原因包括血小板、不穩定血液凝固因子、

及鈣離子減少和纖維蛋白分解活性增強等因素，因此如果只是使用全血常常無法補足充

分的血小板，甚或必須過量輸血，而其它血液凝固因子㆒樣無法獲得改善。 

4. 使用體外循環機之手術使用體外循環機之手術使用體外循環機之手術使用體外循環機之手術 

過去有部份報告指出在開心手術使用體外循環機時會造成血小板降低 50%左右，因

此於術後出血時以輸注新鮮全血來幫忙止血，但現今之了解我們知道除了血小板減少的

問題之外，我們還應就肝素(Heparin)是否經適當㆗和、手術㆗之局部止血是否確實及纖

維蛋白分解作用是否太強等㆒起分析了解，並㆒㆒解決，而非僅以新鮮全血之輸注想去

改善㆒切，況且目前除非術前貯備，實在很難取得所謂之新鮮全血。 

5. 新生兒溶血症新生兒溶血症新生兒溶血症新生兒溶血症 

過去使用新鮮全血於此症之換血治療，是基於其血品㆗鉀較低及已死亡且會造成新

生兒黃疸之紅血球較少。另外又為了避免血袋㆗之 Sodium Citrate影響鈣質，而使用肝

素(Heparin)做抗凝劑，因此需使用新鮮全血（24 小時內），但後來的研究指出使用 2-5



㆝的 O型紅血球濃厚品及 AB型新鮮冷凍血漿組合還是效果㆒樣，因此並不需使用新鮮

全血。 

6. 肝硬化之輸血肝硬化之輸血肝硬化之輸血肝硬化之輸血 

肝硬化之病㆟引起出血，通常也會看到血小板減少及血液凝固因子II、V、VII、IX

之缺乏，因此輸注新鮮全血似乎是於其出血時之㆒理想選擇，但必須注意的是只以幾單

位之全血㆗之血液凝固因子或血小板往往是不足以補充達到生理㆖需要的血小板數目

及血液凝固因子濃度。而是以新鮮冷凍血漿及血小板濃厚品較為可行。 

就以㆖幾點分析，我們可以指出基本㆖輸注全血甚或是新鮮全血的適應症相當的

少，㆒般可以接受的是在大量失血造成血容及紅血球大量流失超過 40%以㆖時，因為考

慮需補充血漿蛋白，因此輸注全血較為合適，而當失血超過㆒個全血量時新鮮全血的輸

注可以考慮，但最好還是配合臨床㆖之出血表徵及實驗室檢查結果，做為選擇血品之根

據較為恰當。 

輸成分血之適應症 

由於各㆞捐血㆗心逐漸能提供各種血液成分為臨床應用，同樣的也有許多研究及文

獻提出各種血液成分輸注的適應症以供參考，目的即是在避免不當用血及組合用血等錯

誤。因此以㆘再將幾種常見血品之適應症做簡單之介紹7,8,9,10,11： 

1. 紅血球濃厚品紅血球濃厚品紅血球濃厚品紅血球濃厚品 

用於急性貧血、溶血性貧血、骨髓增生不足之貧血及慢性流失性貧血，最好是於血

色素小於 6g/dl才考慮。 

2. 血小板濃厚品血小板濃厚品血小板濃厚品血小板濃厚品 

用於血小板製造減少、血小板破壞增加及血小板功能異常，輸注時除了根據原先之

血小板數目外，還需注意臨床症狀等做判斷。 

3. 新鮮冷凍血漿新鮮冷凍血漿新鮮冷凍血漿新鮮冷凍血漿 

用於先㆝或後㆝血液凝固因子缺乏、大量輸血、㆗和Warfarin之效應、AntithrombinIII

缺乏、血漿置換術等。 



4. 冷凍沉澱品冷凍沉澱品冷凍沉澱品冷凍沉澱品 

用於纖維蛋白原缺乏、von Willebrand's病、A型血友病等。 

輸成分血之品質管理及未來趨勢 

雖然有許多臨床準則可供參考，不過不可否認的過分強調成分血輸注，還是會造成

錯誤，特別是組合用血，例如不需輸注新鮮冷凍血漿，而只需輸紅血球，或可用全血取

代時，卻輸注新鮮冷凍血漿及紅血球濃厚品，因而造成病㆟暴露到較多的供血來源，相

對的經輸血傳染到疾病的機會也增加。因此有許多探討輸血品質的文獻曾提出各式方

案，目標都在尋求最好的方法去減少輸血所造成的併發症或不利影響，其㆗如自體輸血

的推行 12 , 13 , 14 , 15，其方法包括手術前自體捐血、急性正常血容血液稀釋法 (Acute 

Normovolemic hemodilution)及術㆗血球回收及回輸。另外還有舉辦各式研討會、事後審

查制度、特殊單位訂定輸血準則及和臨床醫師間㆒對㆒討論16,17,18等等。這些都是有效

的方案，而且也都能互補其功用，但在成分血治療絕對是㆒個趨勢的未來，我們在臨床

領域如何好好去推行這些方案，使每㆒個病㆟都得到最正確的血品輸注，也讓輸血所造

成的副作用降至最低是我們必須努力的。 

結論 

輸血治療之技術發展時間並不長，但在技術進步的過程㆗我們了解到其相對危險性

並非完全無法避免。為了善加利用捐血資源，及提高輸血品質，如何選用正確的血品是

每㆒位臨床醫師必須重視的工作。就全血及成分血之選擇，以現有的資料做分析還是以

成分血較為適宜且合乎效益，如能再配合其它品管措施，則能更確保其安全性及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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