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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测的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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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测的不合格情况!分析原因!提出可行性建议以降低血液的

不合格率!确保临床输血的安全$方法
!

用穿越管理软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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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测情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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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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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合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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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合格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谷丙转氨酶"

!2.

#%抗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5.7

#%

4Y?!

M

%抗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54'W

#%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54,W

#!不合格率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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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
5.7

筛查不合格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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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应加强献血前宣传与征询工作!从低危人群中

招募献血者!选择灵敏度高兼特异性好的试剂等措施!来提高血液的质量!确保临床用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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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临床输血的需求#保证血液质量#减

少血液浪费#为今后的采供血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笔者

对靖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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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测的不合格情

况进行统计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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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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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市的无偿献血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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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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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周岁#征询*体检按,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要

求进行#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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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初筛检测!

!2.

检测采用
6.51&%%

半自动

生化仪$深圳雷杜公司%及配套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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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金标试纸条

$英科新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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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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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试纸条$英科新创公司%'

初*复检!仪器设备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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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40#,d5X%%

*奥斯邦全自动

酶免分析仪#

!2.

试剂$烟台奥斯邦*英科新创公司%&

4Y?!

M

试剂$北京万泰*英科新创公司%#抗
54,W

检测试剂$北京万泰*

英科新创公司%#抗
54'W

试剂$北京金豪*英科新创公司%#抗
5

.7

检测试剂$珠海丽珠*英科新创%'以上所用试剂均为批批

检合格产品#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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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初筛时
!2.

检测采用速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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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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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前均以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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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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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5.7

检测采用胶体金法#按照说明书操作和判定结

果#均合格后才能采血'自血袋直接留取初*复检两管标本送

泰州市中心血站检验科进行初*复检'复检!

!2.

采用速率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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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54'W

*抗
54,W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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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采用
02,(!

法'所有

试验均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和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初*

复检样管标本由两种不同厂家的试剂分别进行检测#任一种试

剂检测有反应性或两种试剂检测皆有反应性#均为不合格'

抗
54,W

检测有反应性的标本送疾控中心做确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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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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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

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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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测不合格情

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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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

项检测不合格数共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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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8)1_

#与本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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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检测结果相比略低(

&

)

#与周边城市相比偏高(

-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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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测的不合格率由高到低依次是
!2.

*抗
5.7

*

4Y?!

M

*抗
5

4'W

*抗
54,W

#与周边张家港市*南通市结果相似(

95<

)

'

!2.

是不合格的首要原因#不合格例数有
))$<

例#占

&8%<_

#与周边其他城市相比#高于高邮市*南京市(

-5$

)

#而低于

南通市(

<

)

'

!2.

升高除了肝胆疾病等病理因素外#其他非病

理因素#如
Y#,

*饮酒*睡眠情况*剧烈运动等都是
!2.

升高

的危险因素(

+

)

'因此#应加强献血前征询工作#当初筛到
!2.

不合格的时候#可以详加询问#排除了病理因素#可建议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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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献血#同时进行必要的宣传#着重注意献血前的注意事项'

而本市在
&%)%

!

&%)&

年期间#仅街头无偿献血实行献血前

!2.

筛查#导致
!2.

不合格较高'从
&%)-

年起#本站全面实

行献血前
!2.

筛查#同年
$

月
)

日起#

!2.

实行新的临界值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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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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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
&%)-

年
!2.

不合格率显著下降'

也有初筛
!2.

的测定值接近
!2.

临界值#由于仪器不同或

检测方法不同的差异(

X

)

#也可导致
!2.

的不合格#除了定时

做
!2.

质控外#还应定期与中心血站检验科进行
!2.

平行

试验#以减少
!2.

不合格数'

抗
5.7

不合格数占
%8$1_

#仅次于
!2.

'本市与相邻的

南通市*张家港市都位于长江边#经济发展较快#外来流动人口

较多#人口的复杂化#导致高危人群的增加'所以#在献血者的

征询中#要劝说高危人群的主动放弃献血#筛查阳性者劝其以

后不要再献血'从
&%)-

年选用了
4Y?!

M

"

.7

联合试纸条快

速筛查法以来#效果较明显#降低了血液的不合格率#减少了血

液的报废'

4Y?!

M

仍有极少部分不合格#可能与胶体金试纸

法的灵敏度相关#不能检测低于
)@

M

的弱阳性标本#导致有漏

检的存在'抗
54,W

经确证有一例有反应性#其他均为假反应

性#造成血液的浪费'

$

项传染性指标的检测#均用两种不同

厂家的试剂检测#任一种试剂检测有反应性即被定为不合格#

导致一部分人群出现假反应性(

1

)而被永久屏蔽淘汰#引起不合

格率的升高#造成血液的浪费'就此情况省血液中心在
&%)$

年已制定出关于血液检测反应性献血者屏蔽*保留与归队的具

体方案'

综上所述#为了降低血液的不合格率#减少血液的浪费#确

保临床用血的安全#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

%必须从低危献血人

群中发动#招募献血者&$

&

%加强献血宣传工作#献前的注意事

项#详细指导填单征询#劝阻高危人员的献血&$

-

%加强工作人

员的责任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初筛应确保结果的准确

可靠#减少初筛工作中人为因素的引起的漏检错检等&初*复检

选择灵敏度高兼特异性好的试剂进行检测#减少假反应性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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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末梢血标本放置时间对血细胞分析结果的影响

黄汝英!罗玉娟

"南宁市福利院检验科!广西南宁
9-%%%)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稀释末梢血标本放置时间对血细胞分析结果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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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患者末梢血按一定比例与稀释液充分

混匀后分别在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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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时间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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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球分析仪检测各血细胞参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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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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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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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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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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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血小板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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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型血小板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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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与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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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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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检测结果偏差

小!较为稳定$结论
!

稀释末梢血标本放置时间过短会对血细胞分析结果有影响!应在采集标本后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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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的时间段内进

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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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是临床检验最为常用的仪器之一#可进行全

血细胞计数及多个相关参数的检测#具有精度高*速度快*易操

作*功能强*人为干扰因素少的特点#目前大多数中小型医院都

已使用血细胞分析仪'理论上静脉血标本最适合仪器检测要

求#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婴幼儿静脉采血很不方便#难以达到质

量要求#所以使用预稀释末梢血标本进行血细胞分析普遍存

在'再加上检验人员及仪器设备条件有限#

)

台仪器要完成整

个医院门诊*病房及体验的全部工作#会造成有的门诊标本放

置时间过短#病房及体检标本放置时间过长的现象'为了观察

预稀释末梢血标本留置时间长短对血细胞分析结果的影响#设

计了在
$

个时间点对
$%

例门诊患者预稀释末梢血标本进行血

细胞分析#并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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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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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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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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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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