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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站血液筛查中阳性样本与其血辫检测的符合性研究%方法
"

收集
1#$$

年
'

"

9

月期间血站血液筛查

中
V](R;'

项"

,27;

M

&抗
,)U

&抗
,(U

&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结果阳性样本共
$%%

例!对其血辫"含血液保存液!

c1#g

保存$

进行
V](R;'

项检测!比较二者结果的差异%结果
"

统计学分析显示!

$%%

例阳性样本的血辫经检测有
+$

例为
V](R;'

项全阴

性!表明阳性样本与其血辫的
V](R;'

项检测结果有差异!弱阳性样本差异显著%结论
"

血站血液筛查中阳性样本与其血辫的

V](R;'

项检测有显著差异!血液保存液会造成弱阳性标本漏检'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临床用血安全%

关键词"血液保存'

"

肝炎表面抗原!乙型'

"

肝炎抗体!丙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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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

梅毒'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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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对促进患者康复及挽救生命起着

必不可少的作用&但输血是一把双刃剑#在治疗患者的同时又

伴随一系列的风险)因为现行技术不能保证血液在疾病传播

方面
$##b

的安全性#输注血液或血液制品均有传播疾病的危

险)自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0颁布以来#,医疗纠纷-再次成

为医学界及广大群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当血液传播性疾病导

致的医疗纠纷发生时会进行举证倒置#需要对患者所输注血液

的留存样本重新检测进行核查取证#所以验证血液样本与其留

存样本的检测一致性非常必要#有利于提高临床用血的安全性

和更好地保护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

A

"

材料与方法

A3A

"

样本来源
"

1#$$

年
'

"

9

月期间血站血液筛查中
V](R;

'

项检测结果阳性样本$

'g

保存
1'E

内检测%共
$%%

例#该检

测样本由体采科护士采血时直接留取#其对应
$%%

例血辫样本

$含血液保存液#为血站留存标本#

c1#g

保存%由质管科工作

人员从血袋留取)

A3B

"

试剂与仪器
"

初检检测试剂$

V](R;

%!

,27;

M

*抗
,)U

$

/.2

系列#上海科华%#抗
,(U

$北京万泰%&抗
/W

$珠海丽

珠%&复检检测试剂$

V](R;

%!

,27;

M

*抗
,)U

*抗
,(U

*抗

/W

$均为厦门英科新创%)以上所有检测试剂均有国家批准

文号并有批检合格标识#且在有效期内使用)

,27;

M

*抗

,)U

*抗
,(U

*抗
/W

室内质控血清$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V);0

全自动加样仪和
Z;.V

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澳斯

邦公司%)

A3C

"

方法
"

收集
1#$$

年
'

"

9

月期间血站血液筛查中
V](R;

'

项$

,27;

M

*抗
,)U

*抗
,(U

*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结果阳

性样本$

'g

保存
1'E

内检测%共
$%%

例#对其血辫$含血液保

存液#为血站留存标本#

c1#g

保存
"

个月后%进行
V](R;'

项检测#比较二者结果的差异)检测过程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

行#阳性及阴性对照和室内质)控值均在允许的范围内时#判

定试验结果有效)

A3D

"

结果报告
"

血液筛查时
V](R;

检测报告为正式报告)

抗
,(U

阳性标本送疾控部门确认)

A3E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输入
RWRR$+3#

统计软件进行

处理#用
%

1 检验#以
B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对
$%%

例血液筛查中
V](R;'

项检测结果阳性样本的血

辫$

c1#g

保存
"

个月%进行检测#共检出有
+$

例血辫标本为

V](R;'

项全阴性#数据比对发现该
+$

例标本对应的样管标

本为
V](R;'

项弱阳性标本$

R

"

)Q

均在
+3#

以下%#其中

V](R;

法抗
,(U

阳性
$'

例#经疾控部门确认均为假阳性#具

体见表
$

)

表
$

""

1#$$

年
'

"

9

月阳性样管与对应血辫检测

""""

结果的比较#

&

$

项目

V](R;

法

$

$%%

例阳性样管标本%

阴性 阳性

V](R;

法

$

$%%

例阳性样管血辫标本%

阴性 阳性

,27;

M

# "' ' "#

抗
,)U # '% $9 +$

抗
,(U # $' ' $#

梅毒抗体
# 91 ! !!

""

1

组标本阳性检出率比较#

%

1

a '3$"

*

1#3!!

*

'3!9

*

!31!

#

B

%

#3#"

)

C

"

讨
""

论

由于血源性传染病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病*梅毒等

预后较严重#一旦感染将给受血者带来极大痛苦#甚至威胁生

命)绝大部分血站实验室都是采用全自动化酶免仪来检测血

液#基本上杜绝了血液样本的漏检*加错样本等现象#能比较客

观真实地反映出样本检测情况#但是从检验前*中*后
+

个阶段

来分析检测过程#发现检验样本的留取是最为关键的'

$:1

(

)作

者通过对献血者样管标本与其血袋血辫标本的血液筛查

V](R;'

项检测进行比对实验#探讨样管标本与血辫标本检测

结果的差异#发现保存条件$

'g1'E

内检测和
c1#g"

个月

后检测两种%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无明显差异#而
,27;

M

*抗

,)U

*梅毒抗体*抗
,(U

弱阳性样管标本因为病毒载量少与

其血辫标本的检测结果有明显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B

%

#3#"

%)由此可见#检测前血液标本采集的稀释问题应引

起血站工作人员的重视#尤其是用于检测的样管标本&在血液

筛查
V](R;'

项检测中#

)We

对其弱阳性标本检测影响明显#

会造成弱阳性标本漏检'

+

(

)

综上所述#结合目前国内血源筛查仍以
V](R;

试剂用于

血源筛查的情况#进行
V](R;'

项$

,27;

M

*抗
,)U

*抗
,(U

*

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时#应对血液样本$采血时留取的静脉血

样本%和血辫$采集后血袋上留取的含有保养液样本%都进行检

测#可提高血液筛查的准确度*比较样本与血袋的一致性#防止

经输血传播疾病的发生#进一步提高临床的安全用血&并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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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医疗纠纷*保障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提供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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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

,N;$>

$对糖尿病患者长期病情监控的目标值%方法
"

检测
$#'

例糖尿病患者和
$##

例

健康对照者空腹血糖"

ZW-

$及
,N;$>

!

ZW-

测定采用己糖激酶法!

,N;$>

测定采用
e6?C8768T:WA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结果

"

$#'

例糖尿病患者
,N;$>

为"

%3"%j$3#1

$

b

!健康对照组
,N;$>

为"

"3$$j$31!

$

b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3#"

$!

糖尿病患者
ZW-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3#"

$%

19

例经治疗后!尿糖小于
"

M

#

1'E

!

ZW-

%

%3#??=I

#

]

!无低

血糖表现的糖尿病患者
,N;$>

为"

%3'4j#3"%

$

b

%

!9

例糖尿病患者不稳定型
,N;$>

平均为
$3#$b

!占总
,N;$>

"平均
%3

+9b

$的
$#3%b

%随着
,N;$>

水平升高!

ZW-

也相应升高!二者呈正相关"

Fa#39'$1

!

B

%

#3#$

$%结论
"

糖尿病患者的
,N;$>

应控制在
%3"b

以下%推荐此值作为糖尿病患者长期病情监控的目标值%

关键词"糖尿病'

"

血糖'

"

血红蛋白
;

!糖基化

!"#

!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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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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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

,N;$>

%作为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监控的

指标已用于临床多年)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不少'

$:"

(

#

,N;$>

作

为糖尿病治疗监测的金指标已得到公认#但能否作为
e.

的

诊断指标还有争议#国内有主张以
,N;$>

作为诊断糖尿病的

报道'

":!

(

#但相关切点尚未统一)本文着重就
,N;$>

作为糖尿

病患者病情控制指标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如控制良好的糖尿病

其
,N;$>

目标值#不稳定型
,N;$>

"

,N;$>

比值#酮症酸中毒

经胰岛素治疗后
+

周内
,N;$>

的变化等#将作者最近的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3A

"

一般资料
"

1#$$

年
$

"

$$

月期间在本院内分泌病房收

治的
$#'

例糖尿病患者#符合
P,Q

糖尿病诊断标准#其中经

临床及
)

肽释放试验确定为
(ee.

者
$1

例#

0(ee.

者
41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319j!34!

%岁)饮食
[

中

药治疗组
$!

例#口服降糖药组
"1

例#胰岛素治疗组
+!

例)健

康对照组为
$##

例健康体检者#男
'%

例#女
"1

例#平均年龄

$

"#3'j"3%

%岁#选自本院健康体检者)所有研究对象均无急

慢性感染性炎症#无严重心脏病等)

A3B

"

方法

A3B3A

"

糖尿病经过治疗
$

"

!

个月#血糖控制良好的患者测定

了
,N;$>

#以确定
,N;$>

的目标值)

A3B3B

"

观察不稳定型
,N;$>

的比例#即$不稳定型
,N;$>

"

,N;$>

%

i$##b

)

A3B3C

"

观察酮症酸中毒患者经胰岛素治疗后血糖迅速下降时

,N;$>

的变化规律)

A3B3D

"

不稳定型
,N;$>

测定采用
+9g

生理盐水中孵育红细

胞
1E

测得稳定型
,N;$>

#从
,N;$>

减稳定型
,N;$>

即可算

出不稳定型
,N;$>

)

A3B3E

"

血糖测定采用己糖激酶法#使用威特曼原装试剂#在日

立
9!##

分析仪上进行检测)

A3B3F

"

,N;$>

测定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1?]

于
Ve/;:Y

1

抗

凝管中#采用
e6?C8768T:WA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

剂)本方法
,N;$>

正常参考值为
'b

"

!b

)

A3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WRR$"3#

统计学软件进行结果分

析#计量资料以
(j9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以
B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3A

"

健康人
$##

例
,N;$>

为$

"3$$j$31!

%

b

#

$#'

例糖尿病

患者
,N;$>

为$

%3"%j$3#1

%

b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3#"

%#随着
,N;$>

水平升高#

ZW-

也相应升高#二者具

有正向相关性$

Fa#39'$1

#

B

%

#3#$

%)

B3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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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经
1'E

治疗尿糖
%

"

M

#

ZW-

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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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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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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