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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品製備及 
輸血風險說明 

20190327 PM12:00 
兒科門診 

1 

血品種類 

濃厚紅血球 
4℃保存35天 

新鮮冷凍血漿/冷凍沈澱品 
-20℃保存一年 

血小板濃厚液 
20-24℃震盪保存5天 

分離術血小板 
20-24℃震盪保存5天 

分離術捐血 

全血捐血 
250CC一單位 

成份血製備 

一袋分離術血小板 
等同12單位(多捐)血 
小板濃厚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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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術血小板(Platelet Apheresis) 

 

Platelet Apheresis Leuko-dep. Platelet Apheresis 

血液分離流程 
利用血液成分比重之不同來製備各種血液成分 

全血 

  紅血球濃厚液 富含血小板, 血漿 

血小板濃厚液 乏血小板血漿 

冷凍血漿 

新鮮冷凍血漿 

冷凍沉澱品 冷凍血漿 

白蛋白 

血漿蛋白IgG等 

減除白血球 

紅血球 

低速離心 

高速離心 

洗滌紅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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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滌紅血球製備 

5 

血品種類 適應症 血品包裝/包存溫度 

紅血球濃厚
液 
 

貧血病人或紅血球機能不足 
慢性貧血且具臨床症狀。 
開刀麻醉前，必須矯正之貧血。 

一單位紅血球，體積約為110-
193mL 
二單位紅血球，體積約為238-
386mL 
1-6℃ ， 效期21-35天 

洗滌紅血球 有過蕁痲疹、發燒等輸血過敏反應之病患 1–6 ℃ ， 開始製備後24小時
內輸注完畢 

減白紅血球
濃厚液 

1.減少因白血球抗體引起之發燒、發冷之
輸血反應(FNHTR)。 
2.降低巨細胞病毒感染風險 
3. 減少白血球抗體產生的機會。 
需長期輸血：再生不良性貧血、海洋性貧
血、自體免疫性貧血，器官移植，避免異
體免疫作用。 

一單位紅血球，體積約為110-
193mL 
二單位紅血球，體積約為238-
386mL 
1-6℃ ， 儲存前減白效期21-
3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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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血球發血之檢驗流程 

 陽性 

不規則抗體篩檢 
病人血漿 + 篩檢用紅血球試劑  

陰性 

抗體特異性鑑定 
P’t serum + Panel cells 

ABO/Rh同血型血袋 
配合試驗 

病人血漿 + 血袋紅血球  

ABO/Rh血型檢查 
病人及血袋血型檢測 

交叉試驗 

ABO/Rh同血型血袋 
配合試驗 

P’t serum + Donor’s cells  

(已知相對應抗原陰性血袋) 

7 

紅血球血品交叉試驗 

8 

血漿 

白血球
血小板 

紅血球 

血袋紅血球 
沒有凝集反應
可發血 

有凝集反應
不可發血 

受血者血漿 
(可能存在對抗
血袋紅血球之
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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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品輻射照射之適應症 

• 輻射照射破壞血品中殘餘淋巴球之
活性，可以預防輸血相關之捐者抗
宿主病 

• 照射處理之血品：全血、紅血球類
血品、白血球濃厚液(顆粒球)、血小
板類血品 

血品輻射照射 
– 輸注一等或二等親以內之指定捐血 

– 輸注HLA相合血品 

– 異體幹細胞移植前化學治療時期 

– 異體幹細胞移植患者 

– 免疫缺乏症 

– 免疫抑制治療患者 

– 子宮內輸血、新生兒換血或後續之輸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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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11 

血庫配發之血品 

• 簽收單-提血單號-OO(批次碼) 
• 血袋 

– 捐中所附的血袋條碼及血袋號碼 
– 血庫配發列印的血票 

• 系統記錄血品傳送時間 

血庫配發血品 

1.血庫作業規定血品出庫後 
30分鐘內應開始輸注。 
2.單袋輸注時間 
不可超過4小時。 
3.洗滌紅血球 

效期內輸注完畢。 

血品輸注時間/傳送及保存時間限制 
以預防輸血細菌感染的風險 

12 

不可讓血品暴露在異常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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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血速率 
• 輸血反應常見於輸注50-100cc後或前15分鐘內
產生 

– 輸血速度最初10-15分鐘不超過20滴/分， 

– 並且密切觀察生命徵象， 

– 15分鐘後無明顯輸血反應後，再調快至20-80滴/分 

– 若患有心臟疾病者建議不超過40-60滴/分。 

• 一位心臟疾病者預輸1U Wash RBC 150CC， 

– 總共2250滴（1CC=15滴）， 

– 滴注時間為2250滴÷40滴=56分， 

– 加上前15分鐘的觀察期，共計約1時1刻。 
13 

輸血反應 
生命徵象測量的重要性 

• 常見輸血反應之症狀，可由測量生
命徵象得知。 

• 輸血前、輸血過程中，及輸血後測
量生命徵象非常重要 

14 



2019/4/3 

7 

輸血速率 
• 輸血反應常見於輸注50-100cc後或前15分鐘內
產生 

– 輸血速度最初10-15分鐘不超過20滴/分， 

– 並且密切觀察生命徵象， 

– 15分鐘後無明顯輸血反應後，再調快至20-80滴/分 

– 若患有心臟疾病者建議不超過40-60滴/分。 

• 一位心臟疾病者預輸1U Wash RBC 150CC， 

– 總共2250滴（1CC=15滴）， 

– 滴注時間為2250滴÷40滴=56分， 

– 加上前15分鐘的觀察期，共計約1時1刻。 
13 

輸血反應 
生命徵象測量的重要性 

• 常見輸血反應之症狀，可由測量生
命徵象得知。 

• 輸血前、輸血過程中，及輸血後測
量生命徵象非常重要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