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对晚期孕产妇
VY\

感染的筛查力度#其相应的菌株分离'培

养和鉴定也应引起检验医学界的重视(发现高危孕产妇
VY\

阳性#应及时干预#避免滥用抗菌药物#降低耐药#更好为人民

群众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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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卫生部输血相容性室间质控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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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确保临床实验室实验结果准确性和持续改进检验质量!确保临床用血安全&方法
!

按照输血操作规程用微柱

凝胶法'试管法通过手工加样实验操作方式检测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发放的全国输血相容性室间质量评价质控样本&结果
!

抗

体筛查试验中!待检样本可能因抗体筛查检测试剂批号的不同!引起反应格局不同&结论
!

参加输血相容性室间质量评价!可以

确保临床实验室实验结果准确性!能够持续改进检验质量!提高实验室检测水平和统一实验室检测标准!从而保证临床用血安全&

关键词"用血安全#

!

输血相容性#

!

抗体筛查实验#

!

室间质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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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临床用血安全是保障临床用血的重要工作之一(参

加输血相容性室间质量评价是确保临床用血安全'确保临床实

验室实验结果准确性和实验室持续改进检验质量的重要手段#

是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行政管理和实验室认可的基本要求(

参加室间质量评价有助于识别实验室质量问题#促进启动改进

措施#提高检验质量水平#保证临床用血安全)

$71

*

(本室自

%''2

年起参加卫生部输血相容性室间质量评价(现将本室检

测结果与室间质控回报结果评价报道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B

!

样本
!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发放的全国输血相容性室间

质量评价红细胞和血浆质控物(每年
8YU

正定型'

8YU

反定

型'

MBO

血型'抗体筛检'交叉配血各检测三次#每次各评价项

目检测五个样本#全年发放样本数为
.2

个(

B&C

!

仪器与试剂
!

Y*U7M8O*O7*6;ED>A?:/(\*

孵育器'

Y*U7

M8O*O7)@6A64FE

J

@$%\

"

离心机'

Y*U7M8O

配套加样枪'白

洋离心机(试剂!达亚美
%

号低离子稀释液#批号!

'-(2$&'%&

$'

'

8YU

血型正"反定型和
MBO

血型检测卡#批号!

-''./&12&

'2

'达亚美低离子抗人球蛋白卡#批号!

-'-/$&(,&'(

'抗体筛选

标准红细胞$

*O7O4>)@HH

!

7

"

7

#

854>

&#批号
$

!

'(%$'2%/

'批号

%

!

'(/$'(%2

(

B&D

!

实验方法
!

微柱凝胶法!手工加样#按照输血操作规程进

行检测)

-

*

(试管法!由另一人用试管法复核一遍#

8YU

正定

型'

8YU

反定型'

MBO

血型使用盐水介质反应#抗体筛检'交叉

配血使用凝聚胺介质反应#核对结果无误后按照规定上报

结果(

C

!

结
!!

果

本室历年检测
8YU

正定型'

8YU

反定型'

MBO

血型'抗体

筛检'交叉配血
-

个评检项目与卫生部室间质控回报结果一

致#得分
$''0

#当前性能解释满意#累积性能解释成功(其中

在检测
%'$/

年第
%

次室间质控评价抗体筛查试验待测质控样

本
$/%1$

'

$/%1%

时发现#抗体筛查试验试剂批号不同结果格局

不同(批号
'(%$'2%/

抗体筛查试剂检测质控样本
$/%1$

'

$/%1%

测得结果为
!

号
"

号细胞均为
1_

凝集#

#

号细胞阴性%

批号
'(/$'(%2

抗体筛查试剂检测质控样本
$/%1$

'

$/%1%

测得

结果
!

号'

"

号'

#

号细胞均为
1_

凝集(

D

!

讨
!!

论

8YU

正定型'

8YU

反定型'

MBO

血型'交叉配血试剂均为

单一针对性抗原或抗体#而抗体筛选细胞是由三组细胞组成#

抗原包括
O

'

)

'

;

'

S

'

@

'

R

'

+

'

\

'

5

'

"$

'

Q@>

'

Q@D

'

G

'

W

K

>

'

W

K

D

'

PG>

'

PGD

抗原(参照批号
'(%$'2%/

'

'(/$'(%2

抗体筛查试剂附

带抗原格局表#发现两个批号
#

号细胞包含抗原不同(批号

'(%$'2%/

抗体筛查试剂所包含的抗原为
;

'

@

'

G

'

a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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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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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D

'

PG>

'

"$

'

+

'

5

'

QE>

'

QED

#而批号
'(/$'(%2

抗体筛查试剂所

包含的抗原为
O

'

)

'

S

'

@

'

G

'

a

=

D

'

W

K

>

'

PG>

'

Q@D

'

R

'

+

'

5

'

QED

(

本室批号
'(%$'2%/

抗体筛查试剂检测测得质控样本
$/%1$

'

$/%1%

结果
!

号
"

号细胞均为
1_

凝集#

#

号细胞阴性#批号

'(/$'(%2

抗体筛查试剂测得质控样本
$/%1$

'

$/%1%

结果
!

号'

"

号'

#

号细胞均为
1_

凝集(由于此次实验所用两个批

号抗体筛查试剂
#

号细胞所包含抗原不同#样本
$/%1$

'

$/%1%

考查的可能是抗
O

'抗
)

'抗
S

'抗
Q@D

'抗
R

一种或几种(批

号
'(%$'2%/

抗体筛查试剂
#

号细胞没有包含相对应抗原#所

以结果为阴性#而批号
'(/$'(%2

抗体筛查试剂则包含有相对

应抗原#所以反应结果为阳性(按照抗体筛查试验反应结果判

定原则!样本与
!

号'

"

号'

#

号筛选红细胞任意时刻发生凝集

或溶血反应#即可认为是阳性结果#或则为阴性(得出本室两

个批号抗体筛查试剂所测样本
$/%1$

'

$/%1%

最终结果都为阳

性#与卫生部质评结果回报相符(

通过这次卫生部质控提示在抗体筛查试验结果判读时要

选择与试剂同一批号的抗原格局表进行判读(实验者进行实

验时应严格地遵循标准操作程序#包括!注意核对所用试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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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名称'批号'有效期和观察细胞外观是否正常%避免抗体筛查

试剂
!

号'

"

号'

#

号细胞顺序乱序%避免使用不同批号
/

个细

胞作为组合检测样本而造成实验格局与实际反应结果不符%判

读结果时应记录溶血结果#并立即用笔记录实验结果)

2

*

(实验

室还应选择抗原表达全面的抗体筛查试剂细胞和选择有效的

检测方法)

(

*

#严格实行双查双对#避免造成抗体漏检%实验时应

设立空白和阳性对照好的室内质控'避免使用失效细胞'更换

试剂批号时要重新验证所更换试剂的有效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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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院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从各

类临床标本分离的
$%%

株铜绿假单胞菌的分布及耐药性&结果
!

$%%

株铜绿假单胞菌主要来自于痰液和分泌物!分别占
2,&'0

和
%1&20

#科室分布以在
*)̀

'呼吸内科'儿科和烧伤整形科为主!分别占
%.&-0

'

$2&10

'

$%&/0

和
(&10

#

$%%

株铜绿假单胞菌

对碳青酶烯类'阿米卡星'妥布霉素'庆大霉素及环丙沙星的敏感度较高&结论
!

该院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主要来自于痰液标本!

以
*)̀

病房检出率最高!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严重!并存在多种耐药和泛耐药株!应加强对其耐药性监测&

关键词"铜绿假单胞菌#

!

抗菌药物#

!

临床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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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属于非发酵的革兰阴性杆菌#广泛分布于自

然界#是医院感染的重要条件致病菌之一(近年来#随着广谱

抗菌药物的大量使用及不合理使用#使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

日趋严重#给临床治疗带来极大困难(因此#加强对铜绿假单

胞菌的耐药性监测非常重要(本文对本院
%'$/

年从各类临床

标本中分离的
$%%

株铜绿假单胞菌的分布及耐药性进行了回

顾性分析#旨在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现报道

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B

!

菌株来源
!

收集本院
%'$/

年
$

$

$%

月送检的各种临床

标本中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
$%%

株$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的

同一菌株&(

B&C

!

菌株鉴定和药敏试验
!

细菌的分离鉴定按第
/

版.全国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所分离的菌株均采用
R4;?:\;>6

T>HG8L>

K

.2"Q̀ \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及其配套的
+)-'

检

测卡进行鉴定与药敏试验(药敏结果判断根据
)Q\*%'$%

判

断标准)

$

*

(

B&D

!

统计学处理
!

药敏数据使用
T!U+S9-&2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C

!

结
!!

果

C&B

!

铜绿假单胞菌的分布
!

%'$/

年本院共送检各类临床标

本
,($%

份#分离铜绿假单胞菌
$%%

株#分离率为
$&10

(其标

本来源分别为痰液
,/

株#占
2,&'0

%分泌物
/'

株#占
%1&20

%

尿液
1

株#占
/&/0

(

C&C

!

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科室分布
!

$%%

株铜绿假单胞菌主

要分布在
*)̀

'呼吸内科'儿科和烧伤整形科#见表
$

(

表
$

!!

铜绿假单胞菌在临床科室中的分布

病房 菌株数$

#

& 构成比$

0

&

*)̀ /2 %.&-

呼吸内科
%' $2&1

儿科
$- $%&/

烧伤整形科
. (&1

骨科
, 2&2

脑外科
2 1&.

神经内科
- 1&$

肾内科
/ %&-

感染科
/ %&-

普外科
/ %&-

急诊科
% $&2

其他病房
$% .&,

合计
$%% $''&'

C&D

!

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
!

$%%

株铜绿假单胞菌对
$$

种

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见表
%

(

C&E

!

铜绿假单胞菌的多重耐药株和泛耐药株的检出率
!

$%%

株铜绿假单胞菌中多重耐药株检出
/1

株#检出率为
%(&.0

%

泛耐药株检出
2

株#检出率为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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