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衰期约
"!:

#所以
eST

测定可反映患者过去
"

!

*

周的平均

血糖水平#并且在体内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受年龄*饮食*药物*

妊娠等因素及临时血糖浓度波动的影响#克服了血糖测定的不

稳定性)

eST

能反映近期糖尿病患者血糖的波动情况#较早

地提供血糖控制信息#是反映血糖控制状态的良好指标之

一'

"

(

)

WG/>;

是由萄萄糖与
WG/

的
#

链缬氨酸残基经过缓慢

的*不可逆的*非酶促反应缩合而成的产物)

WG/>;

的浓度与

红细胞寿命$平均
!"&:

&和该时期内血糖平均浓度有关#不受

每天葡萄糖波动*运动或食物影响#可反映患者抽血前
"

!

*

个

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在糖尿病监测中的作用优于
eP]

'

*

(

#可用

于评估血糖控制效果#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一个长期的血糖监控

信息'

(

(

#是判断糖尿病长期控制的良好指标'

$

(

)正常时#

WG/>;

占健康成人血红蛋白总量的
*3

!

'3

)其生成多少与

血液中葡萄糖的含量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

(

#可以间接反映现

有血糖浓度变化)血糖浓度升高#

WG/>;

水平随之升高)血

糖浓度降低#

WG/>;

水平亦随之降低)研究结果显示#在

WG/>;

水平与血糖平均值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WG/!;

每变化

!3

约相当于血糖变化
"DD9>

"

P

'

+

(

)国外已将
WG/>;

监测作

为糖尿病疗效判定和调整治疗方案的,金指标-)如果
WG/>;

#

43

#说明患者存在持续性高血糖#可以出现糖尿病性周围神

经病变*肾病*动脉硬化*白内障等并发症#并有可能出现酮症

酸中毒等急性合并症)若糖尿病患者
WG/>;

的水平降低至

%3

以下#则糖尿病的并发症将大大降低)因此#

WG/>;

还可

作为监测指标来评估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情

况'

%04

(

)

eP]

*

eST

*

WG/>;*

种指标反映了
*

个不同时段的血糖

水平#可以为临床医生提供近期*纵向*全程的血糖水平信

息'

!&

(

)本文通过测定糖尿病患者治疗前后
eP]

*

eST

*

WG/>;

水平变化及相关性分析#说明随着糖尿病病情的控制#

eP]

*

eST

*

WG/>;

水平随之降低#并且三者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动

态监测
eP]

*

eST

*

WG/>;

三者含量变化#可以作为评价疗效

及监测病情控制状况的重要实验参考指标#对临床制定更加正

确*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保证治疗效果#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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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医院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与实践

刘
!

洁

"湖北省黄石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传染病医院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及各种传染病的隔离防护%方法
!

确立实验室各级人员职责!制定

意外事故应急预案!了解实验室生物风险的种类&来源!配备必要安全防护设备!严格标本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

准
\S

(

.*!!0"&&4

-医院隔离技术规范.进行防护%结果
!

严格实验室管理!规范防护措施!避免了生物安全事故发生%结论
!

规

范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可以有效减少实验室工作人员职业暴露!最大限度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

关键词"临床实验室技术#

!

组织和管理#

!

生物安全

!"#

!

!&#*4'4

"

5

#6778#!'+*0(!*&#"&!!#&(#&(*

文献标识码"

N

文章编号"

!'+*0(!*&

"

"&!!

$

&(0&$!"0&*

!!

生物安全贯穿于实验的整个过程#从取样开始到所有潜在

危险材料被处理)重视生物安全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医

院管理评审的要求*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需要和实验室工作人

员自身保护的需要)近年来#一些曾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死灰

复燃#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本

院作为黄石地区唯一一所传染病医院#定点收治
WJR

*严重急

性呼吸道综合征$

S/XS

&*禽流感*手足口病*甲型
W!L!

流感

等传染病#在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

验#供同道参考)

?

!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原则

确保人员不受实验对象侵染#确保实验室环境不受污染)

?#?

!

安全首位
!

一切与生物安全有冲突的行为都应服从生物

安全的要求)

?#@

!

严格管理
!

病原微生物分类管理#临床实验室分级管

理'

!0"

(

)

?#A

!

传染源控制
!

必要的实验必须在符合行业要求的不同实

验室内进行)

?#B

!

预防为主
!

坚持,标准预防-的原则#树立自我防护意识)

?#F

!

实用方便
!

实验室功能齐全#合乎要求#讲求实用#不求

奢华)

@

!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要求

@#?

!

符合现有相关的行业法律*法规及规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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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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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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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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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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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行实验室生物风险评估#使每个工作人员都明确各自

岗位的生物风险#能进行相应的生物安全防护)

@#A

!

布局合理#设施*设备符合要求)

@#B

!

建立生物安全管理文件#包括管理制度*安全手册*

SYT

文件*记录等)

表
!

!!

常见传染病传染源&传播途径及隔离预防

疾病名称 传染源
传播途径

空气 飞沫 接触

生物

媒介

隔离预防

口罩帽子手套 防护镜 隔离衣 防护服 鞋套

病毒性肝炎$甲型*戊型& 潜伏期末期和急性期患者
V U U V V

病毒性肝炎$乙型*丙型*丁型& 急性和慢性患者及病毒携带者
(

U U V

麻疹 麻疹患者
V VV V V V V V

流行性腮腺炎 早期患者和隐性感染者
V V V V

脊髓灰质炎 患者和病毒携带者
V VV

苍蝇蟑螂
V V V V

流行性出血热 啮齿类动物*猫*猪*狗*家兔
VV V V V V U U

狂犬病 患病或隐性感染的犬*猫*家畜和野兽
V V V V U V

伤寒*副伤寒 患者和带菌者
V U U V V

细菌性痢疾 患者和带菌者
V U V V

霍乱 患者和带菌者
V V V V V V

狸红热 患者和带菌者
VV V V V V V

白喉 患者*恢复期或健康带菌者
VV V V V V V

百日咳 患者
V V V U V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脑患者和脑膜炎双球菌携带者
VV V V V V U V

肺鼠疫 感染了鼠疫杆菌的啮齿类动物和患者
VV V

鼠蚤
V V V U V

腺鼠疫 感染了鼠疫杆菌的啮齿类动物和患者
V

鼠蚤
U U V U V

炭疽 患病的食草类动物和患者
V V V V V U V

流行性感冒 患者和隐性感染者
V V V V V

肺结核 开放性肺结核患者
V VV V V V U V

S/XS

患者
VV V V V V U V V

WJR

患者和病毒携带者
,

V V

手足口病 患者和隐性感染者
V V V V V U V

梅毒 梅毒螺旋体感染者
,

V V

淋病 淋球菌感染者
-

V V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病禽*健康带毒的禽
V V V V V U V V

!!

在传播途径列中#

V

!其中传播途径之一%

VV

!主要传播途径注
"

!在隔离预防一列中#

V

!应采取的防护措施%

V

!工作需要可采取的防护措

施%

(

!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而传播%

,

!性接触或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而传播%

-

!性接触或接触患者分泌物污染的物品而传播)

A

!

实验室工作人员生物安全管理与防护

A#?

!

实验室主任的职责

A#?#?

!

工作环境方面!

A#?#?#?

!

同一时间段内#实验人员不能过多)

A#?#?#@

!

考虑工作时间)

A#?#?#A

!

所有的设备运行正常)

A#?#?#B

!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合适的安全设备和个人防护

设备)

A#?#@

!

工作人员开始工作前!

A#?#@#?

!

人员实行准入制度)

A#?#@#@

!

进行医疗监测#如免疫接种#留取本底血清)

A#?#@#A

!

完成相关培训)

A#?#@#B

!

个人防护设备齐全)

A#?#A

!

发生突发事件时!

A#?#A#?

!

第一时间知晓事件的发生)

A#?#A#@

!

备有应急预案并迅速采取措施)

A#?#A#A

!

向生物安全管理官员汇报情况)

A#?#A#B

!

总结经验教训)

A#@

!

实验室工作人员职责

A#@#?

!

完全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工作性质和特点)

A#@#@

!

熟悉应急预案#发生突发事件后$如病原体或化学品泄

漏&知道如何采取补救和控制措施#并迅速汇报)

A#@#A

!

熟练掌握废弃物的处理)

A#@#B

!

样本的安全运输$包装容器的正确使用&)

A#@#F

!

了解所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的类型及正确的使用

方法)

A#@#G

!

如果发现存在某种潜在危险必须及时指出)

A#A

!

了解生物风险种类*来源
!

实验室标本为患者血液*体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J8BOPEGQ?:

!

/

I

@6>"&!!

!

R9>#*"

!

L9#(



液*分泌物*排泄物等#工作人员直接接触不同种类的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污染的种类有空气污染*水污染*人体污染和

物体表面污染'

*

(

)与工作人员相关的感染途径有!$

!

&经空气

传播#吸入气溶胶和实验物)$

"

&经口传播#,手
0

口-食入)$

*

&

直接针刺*划伤或咬伤)$

(

&黏膜接触和眼结膜等)$

$

&节肢动

物媒介!蚊*蜱*跳蚤等'

(

(

)

A#B

!

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

眼部!护目镜)头面部!口罩*帽

子*防护面罩)躯体!实验工作服*隔离衣*连体衣*围裙等)手

部!乳胶手套*聚脂手套*聚氯乙烯手套)足部!隔离鞋*鞋套*

长筒防水套鞋)配备紧急淋浴设施#定期对淋浴设施进行检

验#保证其正常工作#淋浴器数量的多少由实验室的复杂程度

和实验室的大小决定'

$

(

)工作人员进入实验室时#应严格按照

生物安全二级防护#即必须着工作衣*工作帽*口罩和工作鞋#

穿戴整洁)必要时还应在工作服外加穿隔离服*双层防护手套

和防护眼镜)

A#F

!

严格各类标本的管理
!

当天检测完毕的标本#按照编号

顺序放入试管架中#注明日期#保存
+:

后处理)方法为!先用

实验室内高压锅消毒处理后送医院污物处理中心#做好登记)

对具有传染性的特殊标本和细菌分离株应保存在带锁的低温

冰箱中#指定专人管理#并建立专门的登记本)

A#G

!

完善实验室医疗废物管理
!

应将操作*收集*运输*处理

医疗废物的危险性减至最小#按照.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

理办法/处理医疗废物#排放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和标准的要

求'

'0+

(

)

A#H

!

建立意外事故的应急预案
!

应急预案是在辩识和评估潜

在的重大危险*事故类型*发生的可能性及发生过程*事故后果

及影响程度的基础上#对应急的职责*人员*技术*装备*设施*

物资*救援行动及其指挥协调等方面预先作出的具体安排)应

急程序应至少包括负责人组织*应急通讯*报告内容*个体防护

和应对程序*应急设备*撤离计划和路线*污染源隔离和消毒*

人员隔离和救治*现场隔离和控制*风险沟通等内容)实验室

所有人员应熟悉应急行动计划*撤离路线和紧急撤离的集合地

点)每年应至少组织所有实验室人员进行
!

次演习'

%

(

)

A#I

!

常见传染病传染源*传播途径及隔离预防'

4

(

!

通过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的一系列实践#我院检验科至今未发生一起生

物安全事故#值得同道借鉴)

参考文献

'

!

( 刘文恩#李艳冰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O

(

#

中华检验医学

杂志#

"&&4

#

*"

$

!&

&!

!!4'0!"&&#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

c

(

#"&&(#

'

*

( 从玉隆#秦小玲#邓新立
#

现代医学实验室管理与实践'

Q

(

#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

!

!(+0!$&#

'

(

( 汪宏良
#

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Q

(

#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

社#

"&&4

!

(#

'

$

( 卫生部医院感染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
#\S

"

.*!!0"&&4#

医院隔离

技术规范'

S

(

#"&&4#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c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c

(

#

"&&*#

'

%

( 肖振洲
#

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与思考'

O

(

#

现代检

验医学杂志#

"&!&

#

"$

$

$

&!

!($0!('#

'

4

( 卫生部医院感染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
#\S

"

.*!!0"&&4#

常见传染

病传染源*传播途径及隔离预防
#

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附录
,

'

S

(

#

"&&4#

$收稿日期!

"&!&0&$0!&

&

!经验交流!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L/

谱检测分析

王娴默!肖
!

林!范
!

文!张家均!雷鸿斌!黄
!

娥

"湖北省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
/L/

谱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应用%方法
!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免疫印迹法检测患者的
/L/

谱%

结果
!

!*&

例
SP,

患者中!女
!"$

例!男
$

例%检测结果为'抗核抗体&抗
8XLT

(

SQ

抗体&抗
SD

抗体&抗
SS/

抗体&抗
SSN

抗体&

抗
X90$"

抗体&抗
S;>0+&

抗体&抗
O90!

抗体&抗
2,LTN

抗体&抗
:7-LS

抗体&抗核小体抗体&抗组蛋白抗体和抗核糖
T

蛋白抗体

阳性率分别为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4#"3

&

(&#&3

和
!!#$3

%结论
!

/L/

谱的检测有助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筛查和诊断%

关键词"抗体!抗核#

!

红斑狼疮!系统性#

!

诊断

!"#

'

!&#*4'4

(

5

#6778#!'+*0(!*&#"&!!#&(#&((

文献标识码"

N

文章编号"

!'+*0(!*&

"

"&!!

$

&(0&$!(0&*

!!

系统性红斑狼疮$

7

A

7B?D6;>

A

9<7?@

A

BC?DEB97<7

#

SP,

&是

一种由免疫复合物介导和沉积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

常累及全身多系统*多器官#患者血清中存在多种自身抗体#并

由此导致组织和器官的损伤'

!

(

#其显著临床特点之一是血清

中出现多器官非特异性抗体#包括抗核抗体$

/L/

&*抗双链

-L/

$

:70-L/

&抗体*抗
SD6BC

$

SD

&抗体*抗核小体抗体$

/80

</

&和抗核糖体
T

蛋白抗体等#但其敏感性各家报道不一'

"0(

(

)

作者对本院
"&&%

年
!

月至
"&&4

年
!"

月首次诊断而住院的

!*&

例
SP,

的
/L/

及
/L/

谱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4

年
!"

月本院住院及门诊

SP,

患者
!*&

例#随机其中包括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诊断符合美国风湿病协会$

/X/

&于
!4%"

年修订的

诊断标准'

$

(

)健康体检者
%"

例为对照组#包括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

!

标本处理
!

患者采集静脉血
*DP

#以离心半径
%;D

#离

心
*$&&@

"

D68

离心
!&D68

后分离血清)

?#A

!

方法
!

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各种临床疾病和实验室结

果)

/L/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以
W,T0"

细胞$人喉癌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J8BOPEGQ?:

!

/

I

@6>"&!!

!

R9>#*"

!

L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