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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Ｔ单项不合格献血者献血情况跟踪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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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ＡＬＴ单项检测不合格献血者的归队情况，及再次献血的 ＡＬＴ检测情况。方法　选取２００９年３月至

２０１０年２月ＡＬＴ单项不合格的献血者３７８４例，并对其之前的献血情况进行调查。对该人群进行为期３年的归队再献血情况跟

踪调查和统计分析。结果　３７８４例ＡＬＴ不合格献血者中首次参加无偿献血的占５８．１４％（２２０１／３７４８）。３年的跟踪调查发现，

重新归队献血者所占比例为３３．６２％（１２７２／３７８４）；１年内重新归队的献血者比例最高，占重新归队献血者的４６．６２％；ＡＬＴ合格

的献血者占总归队人数的６５．７２％（８３６／１２７２），随着献血次数增加，ＡＬＴ合格率也相应增加。结论　ＡＬＴ单项检测不合格的献

血者归队人数过半，其中有较大比例的归队献血者多次参加了无偿献血，且 ＡＬＴ合格率随着献血次数的增加而增高。为降低

ＡＬＴ不合格率应注重加强献血知识的宣传和固定献血队伍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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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是 ＧＢ１８４６７《献血者健康检查

要求》中规定的，对献血者血液进行检查的唯一生化指标。国

家法规中未规定对ＡＬＴ不合格的献血者进行永久性的屏蔽，

通常是待献血者ＡＬＴ恢复至医学正常值水平，仍允许其继续

参加无偿献血。献血者 ＡＬＴ检测不合格是血液报废血的主

要原因［１２］。本课题组对ＡＬＴ检测不合格献血人群献血前、后

的情况开展了调查，旨在为进一步做好献血者招募、降低血液

浪费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０年２月于邯郸市中

心血站参加无偿献血，年龄１８～５５周岁，检测结果为 ＡＬＴ单

项不合格的献血者３７８４例，进行为期３年的跟踪调查。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６４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Ｌｉｓｗｅｌｌ试验结果判读软件（中国海神威公

司），ＭｏｄｅｒｎＶ５．０血站标准化管理系统软件。主要试剂包括

２个厂家的 ＡＬＴ速率法试剂盒（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和上海荣

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低值和高值校准血清（上海荣盛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

１．３　方法　ＡＬＴ的检测在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６４０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上进行，运用Ｌｉｓｗｅｌｌ试验结果判读软件自动计算并打印结

果。保证每次检测时室内质控品在控。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建立ＡＬＴ不合格献血者的信息调查表，信

息包括献血日期、献血次数、ＡＬＴ测定值、归队日期、归队后

ＡＬＴ检测结果。数据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双录入，导入ＳＰＳＳ１３．０

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ＡＬＴ不合格献血者再次归队献血的间隔时间调查　时

间间隔半年至小于１年的重新归队献血者比例最高，占再次归

队献血人群的４６．６２％（５９３／１２７２）；时间间隔小于半年的归队

献血者占２．１２％（２７／１２７２）；时间间隔为１～＜２年的归队献

血者占３４．２８％（４３６／１２７２）；时间间隔为２～３年的归队献血

者占１６．９８％（２１６／１２７２）。见图１。

·６２３２·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３５卷第１７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７



图１　　ＡＬＴ不合格者间隔不同时间再次献血的构成情况

２．２　３７８４例ＡＬＴ不合格献血者曾献血情况及３年内归队献

血情况调查　３７８４例ＡＬＴ不合格献血者中首次参加无偿献

血者占５８．１４％（２２０１／３７４８）。重新归队献血者所占比例为

３３．６２％（１２７２／３７８４），其中２次以上献血者所占比例为

１４．７７％（５５９／３７８４）；再次归队 ＡＬＴ合格率为６５．７２％（８３６／

１２７２）。随着献血次数的增加，归队献血者中的 ＡＬＴ合格率

越高。见表１。

表１　　３７８４例ＡＬＴ高值献血者献血情况的调查统计

献血次数 曾献血人数（狀）
３年内归队献血情况

归队献血人数（狀） ＡＬＴ合格［狀（％）］

１次 ２２０１ ７１３ ４３２（６０．５９）

２次 ７０９ ２６３ １９２（７３．００）

３次 ３９５ １８５ １１６（６２．７０）

４次 １７７ ６３ ４８（７６．１９）

５次 １２１ ３５ ３５（１００．００）

６次 ７１ ７ ７（１００．００）

７次 ３３ ２ ２（１００．００）

８次 ２７ ２ ２（１００．００）

９次 ７ ２ ２（１００．００）

≥１０次 ４５ ０ 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７８４ １２７２ ８３６（６５．７２）

　　：归队献血者中ＡＬＴ合格的人数及其所占比例。

３　讨　　论

ＡＬＴ不合格的献血者当中，７～１２个月内重新归队的献

血者所占的比例最大，为４６．６２％，略高于广西省血液中心报

道的普通人群相同间隔时间再次献血的比例（４４．２２％）
［３］。本

研究的ＡＬＴ检测结果是完成了献血后的献血者血液标本在

实验室检测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９条规定２

次献血间隔期应不少于半年，本研究中有２７例献血者间隔时

间不足半年，其中有７例 ＡＬＴ不合格，占２５．９３％，与总归队

献血者的合格比例基本一致。这种现象在其他血液机构也偶

有发生［４５］，部分献血者是因为不了解间隔期或记错了自己上

一次的献血时间，多数献血者是为了再次进行检测［４］。

３７８４例ＡＬＴ不合格的献血者中首次参加无偿献血者所

占比例最大（５８．１４％），也有部分献血者此次ＡＬＴ不合格之前

献过多次合格的血液，归队后的反复献血当中，ＡＬＴ结果也不

完全是合格的，说明献血者的 ＡＬＴ值是波动的。有文献报

道，献血者ＡＬＴ值的升高与献血季节、饮食、熬夜、运动（或强

体力劳动）有关，ＡＬＴ值反映了献血者当时的身体状况
［６７］。

经过３年的跟踪调查，ＡＬＴ不合格献血者归队献血的检

测结果显示，有２例献血者抗ＨＣＶ结果阳性，１例献血者抗

ＴＰ结果阳性。说明ＡＬＴ升高的献血者仍有传播病毒感染的

风险，与相关报道一致［８９］。Ｓｈａｋｉｌ等
［１０］的研究表明，单项

ＡＬＴ值异常的献血者抗ＨＣＶ的阳性率高于 ＡＬＴ正常的献

血者抗ＨＣＶ的阳性率。

在献血者招募的过程中对献血者进行献血知识的宣传，对

保障血液安全、降低血液报废率非常重要［１１１５］。在献血者征

询的时候应多注意询问献血者近几天的饮食、休息、运动情况，

重点询问是否有饮酒、服药、熬夜、强体力活动等。让献血者了

解并懂得不宜献血或暂不宜献血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耐心解答

献血人员提出的问题，解除其疑虑，提高服务质量，不但能够帮

助其完成献血，保护其参加无偿献血的热情，而且对保障血液

质量，降低血液浪费都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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