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输血反应的发生本站
&*%*

年
+

月开始使用山东威高集团医

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滤除白细胞过滤器#

本科对其过滤效果进行了检测#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材料
"

迈瑞
7_5&+**

血细胞计数仪(

16

N

?D@@?

计数板(白

细胞稀释液等'

A(B

"

检测方法
"

随机抽取本站提供的手工分少白细胞悬浮红

细胞
)+

袋#用血细胞计数仪测定滤前和滤后血液成分指标#同

时用
16

N

?D@@?

计数板计数滤后血液中残余白细胞'

B

"

结
""

果

白细胞含量为
*(%EF%*

H

"

g

'红细胞回收率为
,)G

#游

离血红蛋白为
%%,Q

N

"

8

'

C

"

讨
""

论

在临床治疗中多次输血患者会出现发热等输血反应#为此

需停止或减慢输血速度#如果是输注血小板#还可出现血小板

输注无效#

+*G

以上是因输入血中白细胞造成#输血两次后就

可发生'白细胞是最复杂的血液成分#除同卵双生子外#每个

人白细胞上均有与其他人不同的特异性标志$抗原&#输血后患

者对输入的抗原进行处理#结果产生抗体#再次输血时相应抗

体就可以与输入白细胞上抗原发生反应#表现为发热等输血反

应'输入的血液最好能将血液中白细胞去掉'去除白细胞的

方法很多#用过滤器是去除白细胞最有效的方法#最好的滤器

可去除
,,(,,,G

白细胞*

&

+

'有许多研究均证实输注滤除白细

胞的血液输血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输普通血液*

'

+

'因此#输注

滤除白细胞血液是必要而且可行的'

一般来说#滤除白细胞血液适用于所有输血者#特别是有

严重输血反应史者(免疫功能减低如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使用大量免疫抑制剂者(造血干细胞移植者(孕妇(接受治疗的

新生儿(艾滋病感染者或发病者以及需要长期输血者等'滤除

白细胞血液的相关质量标准为残余白细胞含量小于
&(EF

%*

H

"

g

#红细胞回收率应大于
+EG

#游离血红蛋白不大于
'**

Q

N

"

8

'本研究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表明该白细胞

过滤器可选择性地滤除白细胞#去除白细胞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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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各级医疗保健单位尤其是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

院(综合医院已将人体微量元素作为常规检测项目'而原子吸

收光谱分析法检测人体微量元素得到广泛应用#原子吸收光谱

法又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分析法#于
&*

世纪
E*

年代由澳大利

亚物理学家瓦尔什$

2(L6C"M

&提出#而在
&*

世纪
H*

年代发展

起来的一种金属元素分析方法'其基于含待测组分的原子蒸

汽对自己光源辐射出来的待测元素的特征谱线的吸收作用来

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方法*

%

+

'各大医院均采用此方法'本院

使用的是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7]5

E%**

五元素分析仪'该仪器具有用血量少(分析速度快(结果

准确(重复性好等特点'但在结果稳定性方面仍存在一些问

题'现将本院近几年使用中的体会报道如下'

A

"

标本存在的问题

A(A

"

实验室环境
"

微量元素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任何细微

的内(外界因素都可能影响其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

+

'因此#实

验室必须保持无尘和一定的湿度'医师必须戴帽子(口罩#预

防人为污染'

A(B

"

采血
"

因手指血对检验结果影响因素较多#如用手指血

必须彻底消毒#进针要深#第一滴血弃掉#使血液自行流出'不

能挤压#挤压操作可能导致血液标本被组织液稀释#引起测量

结果假性偏低'一次性定量采血管头部不要接触其他物体表

面#操作者手指不要接触专用稀释液管帽里面#以免造成血液

样本污染'但同一患者检测多项项目时通常使用静脉采血

$

S?!;

#

J!K@JA?RDABCDDPKDCC?K@;D!

&法*

'

+

'用静脉血取代末梢

血进行血象分析已得到卫生管理部门和临床的广泛认同#这样

做有如下优点!$

%

&尽可能防止皮肤表面污染和组织液渗入%

$

&

&测试结果异常时可及时复查%$

'

&符合卫生部标准#避免产

生医疗纠纷时医院处于被动地位%$

)

&减少患者痛苦#避免多个

部位反复采血'采静脉血时要彻底清洁静脉穿刺部位皮肤#使

用无铅注射器(试管(抗凝剂等%采血后要充分混匀(完全抗凝

等'采集静脉血时绑压脉带的时间不能太长#采血速度不宜过

快#避免造成溶血'橡胶手套含金属元素较多#应防止接触采

血部位和样品'

A(C

"

采血管
"

手指血用专用稀释液离心管能防止全血样品凝

固#同时改善样品基质#消除干扰和提高钙(镁分析准确度#并

将样品处理到符合仪器分析的线性范围'静脉血有乙二胺四

乙酸二钾$

30425̂

&

&和肝素抗凝血#

30425̂

&

与血液中的钙

离子有很大的亲和力#

30425̂

&

与钙离子螯合#从而使血液不

凝*

)

+

'用
30425̂

&

抗凝的血常规样本检测微量元素因结果

差异较大不能作为微量元素检测用抗凝剂'而肝素作为抗凝

剂的结果则相对稳定*

E

+

'临床多用肝素抗凝血检测微量元素'

A(D

"

标本保存
"

待测样品暂时不能检测时可置低温$

&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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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冷藏保存#这样可延长保存期#减少样品挥发和防止变质'

但不得超过
&

周'

B

"

仪器存在的问题

B(A

"

雾化器
"

直接影响到样品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在喷样前

要检查样品中是否有沉淀或凝结物#以避免在吸样时堵塞管

路%每做完一个喷样后用去离子水喷样#洗净上一样品残液%每

次做完测量后(关机前雾化器系统须进行清洁处理$在点火状

态下#用去离子水喷样清洗
&Q;!

以上#然后再空烧干燥
&

Q;!

&'

B(B

"

毛细管
"

由于标本采集时处理不当#检测样品中有可能

存在少量纤维蛋白成分及微小凝块#容易吸附在雾化器和吸样

管管路中#造成管路堵塞或部分堵塞引起进样量降低#从而影

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重复性'毛细管堵塞后必须查到堵塞

物位置#及时处理$金属毛细管和塑料毛细管端口堵塞用拭纸

拭去或用镊子夹去堵塞物#已进入毛细管内的堵塞物用随机配

送的细银针轻柔疏通'&

B(C

"

燃烧器
"

燃烧器缝口改变也可引起检测结果的误差'燃

烧器缝口处容易形成无机盐结晶及黏附污物#出现锯齿状火

焰'此时应用柔软刀片或滤纸轻轻刮掉#以免损坏燃烧器'

B(D

"

塑料雾化器(废液管
"

应定期用棉签擦拭(清洁塑料雾化

器室内壁血样残留杂质$发红色&'并用
EQ8

去离子水清洗

废液管#经常检查废液管并及时倾倒废液'切勿使废液浸没废

液管出水端#以免造成雾化器室积水而影响检测结果'

C

"

检测中存在的问题

C(A

"

开机
"

开机后将能量值调节至
,*

%

%%*

#静态预热
&*

Q;!

以上'

C(B

"

定标
"

定标时将
E

条基线吸光度值都调至
*(***

左右#

吸入标准液#待吸光度稳定后才能按-空格键.读数#这样产生

的标准曲线才可信'同时须观察仪器灵敏度#即
%

号减
*

号标

准液吸光度值#铜大于
*(*'E

#锌大于
*(*'*

#钙大于
*(*H*

#镁

大于
*(*E*

#铁大于
*(*%+(

C(C

"

样品测定
"

用去离子水冲洗管路
E

%

%*"

#然后吸入充分

混匀的样品待吸光度稳定后按-空格键.读数#每测
E

%

%*

个样

品后用去离子水冲洗进样器
&*"

#调零后才能继续'读数要及

时#以防样品被吸光'如果发现吸光度上(下波动或快速下降

要立即检查吸样管路是否堵塞#及时排除'

C(D

"

质控
"

先插入质控编号#然后进入样品测量界面#重新调

整能量#将吸光度归零#吸入混匀的质控品#待吸光度稳定后按

-空格键.读数'

D

"

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由于微量元素检测结果影响因素较多#数据出来后#应根

据当天化验单上的信息逐份审核检测结果'对异常(相差悬

殊(标本不符合要求的检测结果一定要复查找出原因'

综上所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微量元素检测也被

更多的人认可'但检测方法却无统一标准#检测仪器更是五花

八门'为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在设置不同标本参考范围的

情况下最好采用肝素抗凝静脉血标本测定微量元素'不同标

本之间的检测结果无可比性#要了解人体内的微量元素变化情

况适宜采用一种采血方法#才能获得准确的检测结果'以上只

是作者在工作中对
7]5E%**

五元素分析仪使用中的一些体

会'检验结果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医师的诊疗#希望能引起检

验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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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

年
%*

月
&,

日从
%

例小儿脑脊液和血液中检

出都柏林沙门菌#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患者#女#

%

岁
'

个月#因发热(腹泻
'P

#尿

少(精神萎靡
%P

入本院儿科'患儿于
'P

前无明显诱因出现

发热#体温
'+a

以上#热前无寒战#热时无惊厥#伴腹泻#大便

为黄色稀水样便#量中等#每日
'

%

)

次#无肉眼脓血便(呕吐及

阵发性哭闹等'近
%P

尿量减少#且多睡来院就诊'追问病史

家长诉患儿迁延腹泻约
&

个月'查体!体温
'$(Ha

#心率
,*

次"分#呼吸
&E

次"分#嗜睡#轻度脱水貌#全身皮肤未见皮疹(

出血点'咽部轻度充血'心(肺未见异常'腹平软#肝(脾未触

及肿大#肠鸣音略活跃'颈项强直#双
76B;;!"V;

征阳性'实验

室检查!白细胞
%*($&F%*

,

"

8

#中性粒细胞
'*(*G

#淋巴细胞

E'(&G

#血小板计数
'+HF%*

,

"

8

#红细胞沉降率
,*QQ

"

M

#

_

反应蛋白
'+$(+Q

N

"

8

%脑脊液常规检查见外观淡黄色#微浊#

白细胞
E&**F%*

H

"

8

#多核细胞
+*G

#单核细胞
&*G

%脑脊液

生化检查!氯化物
%%$(*QQDC

"

8

#糖
*(*'QQDC

"

8

#蛋白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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