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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患者在输血前传染病检测结果分析及意义

王李洁!刘风华!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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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上海总队医院检验科!上海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院输血患者在输血前相关传染病感染情况!以避免医源性感染及医疗纠纷的发生并提醒医务人员加强

自我保护意识%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R.1

#对
%"A%

例输血患者在输血前进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TR'"

'

%

#$

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0

#检测!用时间分辨荧光法对其进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TY51

P

#及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T)'

#检测%结

果
"

检测指标中
TY51

P

感染率居首!阳性率为
"$>$A@

!其次为抗
*<0

感染!阳性率为
">-$@

!抗
*T)'

感染率为
$>##@

!

TR'

感

染率为
$@

%其中男性
TY51

P

感染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其他
=

项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对输血患者进行输血前相关传染病标志物检测非常重要!是避免和预防医院感染和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手段!也

对提高医护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

TR'

抗体&

"

梅毒螺旋体抗体&

"

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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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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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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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输血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疗

手段*但因目前的医学技术水平还不能完全控制经血液传播

的感染性疾病#输血可导致病毒性肝炎'艾滋病和梅毒等传染

病的传播*为了保障临床输血的安全#有效防止经输血传播的

疾病发生#同时避免医疗纠纷#预防医务人员职业感染#现对输

血患者在输血前进行
E

项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A%

例患者为该院
%$$B

年
"

月至
%$""

年

"$

月准备输血的患者#年龄为
"

#

BB

岁#其中男
"E!%

例#女

!$B

例*在输血前抽取血样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TY51

P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T)'

%'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0

%'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TR'"

"

%

%等
E

项指标*

?>@

"

仪器与试剂
"

+N:6D5XF8+,=

酶标仪#

!#*%1

型微量振

荡器#森信公司的
2V0*B$#$

型隔水式恒温培养箱#雷勃公司'

百德公司的微量移液器#

18

O

6456

时间分辨荧光分析仪#

&UUR*

)i<1

型样本前处理系统*

TY51

P

诊断试剂盒和抗
*T)'

诊

断试剂盒$上海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抗
*TR'"

"

%

诊断试剂

盒$北京金豪制药有限公司%#梅毒诊断试剂盒$上海荣生生物

药业有限公司%*

?>A

"

方法
"

采集输血前准备输血患者的血液标本#及时分离

血清做输血前项目检测#急诊输血的患者#先抽取血液标本分

离待测#然后输血#再补做输血前检测项目*

TY51

P

及抗
*

T)'

采用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分析法#严格按照试剂及仪器说

明书操作#抗
*<0

及抗
*TR'"

"

%

采 用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试 验

$

&(R.1

%检测#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实验前将试剂置室

温下平衡
=$HD8

后启用#实验中设阴'阳性对照各两孔#空白

对照'质控各
"

孔*凡阳性样本必须做重复实验*抗
*TR'"

"

%

检测阳性用胶体金法复检#阳性结果送上级疾控中心确认后计

入阳性结果*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

"

%"A%

例输血患者输血前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的阳性率为

"%>"$@

#其中
TY51

P

的阳性数为
%%$

例#阳性率为
"$>$A@

&

抗
*<0

的阳性数为
=#

例#阳性率为
">-$@

&抗
*T)'

的阳性数

为
"%

例#阳性率为
$>##@

&抗
*TR'

阳性数为
$

例*见表
"

*

@>@

"

不同性别输血患者输血前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比较#

通过卡方检验可见男性
TY51

P

感染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

%

$>$#

%#抗
*T)'

及抗
*<0

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A%

例输血前输血患者各项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项目 例数$

(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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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 "$>$A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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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T)' %"A% "% $>##

抗
*TR' %"A%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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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输血患者输血前传染性标志物

"""

检测结果比较#

(

$%

@

&'

项目
男性

例数$

(

% 阳性数

女性

例数$

(

% 阳性数
%

%值
B

值

TY51

P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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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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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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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
*T)' "E!% ""

$

$>!#

%

!$B "

$

$>"E

%

%>%

$

$>$#

抗
*<0 "E!% "B

$

">%B

%

!$B "-

$

%>%-

%

%>A=

$

$>$#

A

"

讨
""

论

通过对
%"A%

例输血患者输血前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的结

果分析#本组输血患者输血前检测的传染性指标阳性率达到

"%>"$@

#与有关文献大致相同(

"

)

*其中
TY51

P

的阳性率为

"$>$A@

#与有关文献报道相同(

%

)

*说明本地区该传染病阳性

率与一般人群相同#而抗
*T)'

和抗
*<0

阳性率只有
$>##@

和

">-$@

#低于文献报道的
$>BB@

和
%>##@

的水平#可能是因为

区域性的差别(

=

)

*另外#对不同性别患者输血前传染性标志物

检测结果比较#发现男性
TY51

P

感染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

%

$>$#

%#其他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

本组结果表明有相当部分患者在入院前就已感染了传染

性疾病#而并非输血引起的感染*近年来#随着输血病例的增

加#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各种传染性疾病感染人数的增加#经

输血引起传播病毒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许多案例就是因为

没有进行输血前传染性标志物检测#导致不能分辨是否由输血

引起感染(

E

)

*但通过输血前的检查#就能区分患者是否由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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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起的感染(

#

)

*

作为医务人员每天都要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更要接触各

种疾病患者的各类体液标本#存在被感染的可能性*在进行外

科手术'注射'穿刺'抽血'清洗和处理医疗器材时常有被锐器

损伤#被损伤暴露的皮肤黏膜接触到污物时完全有可能被感

染(

-

)

*因此#对输血患者输血前传染性标志物检测#可使医务

人员及时准确地了解患者的相关信息#并发现潜在传染源#在

诊疗和护理过程中#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防止与患者交叉感

染#同时对被阳性血污染的医疗器械及物品应专门严格消毒#

减少污染及传染#预防血源性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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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花"

!肖
"

邦%

!李
"

英"

!费中海"

!李君安"

#

"川北医学院(

">

附属医院检验科&

%>

学生处!四川南充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股骨骨折术后急性贫血的可能原因%方法
"

股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的骨折患者分为(

%%

#

EB

岁

年龄组"低#!

#$

#

!$

年龄组"中#和
!$

岁以上年龄组"高#%比较各年龄组手术前后红细胞"

VY)

#$血红蛋白"

T9

#和红细胞压积

"

T)<

#!并对术后贫血的原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

各年龄组术前
VY)

$

TY

和
T)<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术

后
VY)

$

TY

和
T)<

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高年龄组与低年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股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容易出现急性贫血!贫血程度与年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隐性失血是最主要原因%

关键词"股骨骨折&

"

贫血&

"

红细胞计数&

"

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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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骨折是临床中常见的骨折#主要包括股骨颈骨折'股

骨转子间骨折和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虽显性失血少#但患者

仍容易出现术后急性贫血等并发症#而贫血与患者的预后和生

存率密切相关*本研究对内固定术前后血液学指标进行检测#

探讨内固定术与术后贫血的关系#探寻内固定术后急性贫血的

可能原因#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对
%$"$

年
-

月至
%$""

年
E

月在该院进行手

术治疗的股骨骨折患者共
-!

例#其中男
E%

例#女
%#

例#年龄

%%

#

A-

岁*受伤原因!滑倒摔伤
E-

例#车祸摔伤
%"

例*手术

时间为
=#

#

%A#HD8

#平均手术时间
"$AHD8

#出血量
%$

#

%$$

H(

*住院期间无感染病例#年龄分为低'中和高
=

组!

%%

#

EB

岁组$低%'

#$

#

-B

岁组$中%和
!$

岁以上组$高%*所有病例术

前及术后
=J

内均抽取静脉血做血常规检查#比较各年龄组手

术前后红细胞$

VY)

%'血红蛋白$

T9

%和红细胞压积$

T)<

%的

变化*

?>@

"

方法
"

麻醉方法为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麻#患者仰卧位#

先予以手法复位#术区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切开皮肤'皮下和

筋膜#钝性分离肌肉#对于手法复位不满意者#增加切口长度#

并进行术中复位*采用髓内钉系统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骨折

断端无松动'固定可靠'缝合切口#手术结束*采用
Y4LXHF8*

(T!#$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做血常规检查*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软件包进行配对
5

检验#

所有数据用$

Af3

%表示#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股骨骨折患者术后
VY)

'

T9

和
T)<

明显下降#与术前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各年龄组术前
VY)

'

T9

和

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术后
VY)

'

T9

和
T)<

水平随年龄升高而下降#高年龄组与低年龄组比较
=

项指标均

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

例股骨骨折手术

患者分析发现#

%%

#

EB

岁组
%A

例#围手术期须输血维持
#

例&

#$

#

-B

岁组
%#

例#围手术期须输血维持
#

例&

!$

岁以上组
"E

例#术前术中输血
A

例#分别占各年龄组患者的
"!>B@

'

%>$@

和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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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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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股骨骨折患者术后
VY)

'

T9

和
T)<

明

显下降#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表明股骨

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容易出现急性贫血*有研究发现#术

后贫血的实验室检出率是贫血临床症状出现概率的
E

#

-

倍(

"

)

*

本研究结果提示#术后
VY)

'

T9

和
T)<

随年龄升高下降

幅度越大#高年龄组与低年龄组比较#

=

项指标均显著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术后贫血

发生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这可能与老年人造血功能低下#代

偿能力弱等有关*另外
-!

例患者中
%%

#

EB

岁组
%A

例#围手

术期须输血维持
#

例&

#$

#

-B

岁组
%#

例#围手术期须输血
#

例&

!$

岁以上组
"E

例#术前术中输血
A

例#其中有
#

例术后

T9

仍低于
A#

P

"

(

*提示年龄越大#需要输血纠正术后贫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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