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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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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血传播!应加强对无偿献血

者的宣传和教育!并做好献血前咨询&体检和血液检测工作!对有危险性行为的献血员做好献血前屏蔽和保密性弃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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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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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为

保证血液安全#最大限度降低输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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