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N,S

#

U,A*=R2

#

]?<=

;

,Na

#

*+,A4)?A*3BA,E*

D

"G*!"?A?

HM

?F

%3"=*+?J,3+*EJ,B!,=="""=3*=+E,A"=+*=<"@*3,E*B="+"=U?<?@,

>*,3C"=

H

\?<

D

"+,A]E,b

)

Y

*

4V=F*3+1"<

#

'..:

#

(9

$

7

%!

-.5&-(94

)

6

* 蔡力力#余晓红#徐雅萍#等
4

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

分析)

Y

*

4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7

%!

585&58:4

)

7

* 张坚磊#陈锦艳#穆殿萍
4'..6

!

'..5

年临床分离鲍曼不动杆菌耐

药趋势的分析)

Y

*

4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9

%!

-.'&-.-4

)

8

*

UBE+"%

#

#,N,S

#

)BAA"

L

"TY4%3"=*+?J,3+*E<

D

*3"*<&3A"="3,A<,!

D

A*

"<?A,+*<,=G,=+"J"?+"3<B<3*

D

+"J"A"+

M

"= U?<?@,

)

R

*

4]BG,

D

*<+

#

\B=

H

,E

M

!

5+CQBE?

D

*,=R?=

H

E*<<?FRC*!?+C*E,

DM

,=GV=F*3+"?=

#

'..74

)

5

*

S*@"=%2

#

S*@

M

RQ

#

),=E"

L

B*%Q

#

*+,A42*@*E*=?<?3?!",A"=F*3&

+"?=K"+C"!"

D

*=*!&E*<"<+,=3* %3"=*+?J,3+*E],B!,==""+E*,+*G

K"+C,!

D

"3"A"=

"

<BAJ,3+,!

)

Y

*

4V=+Y%=+"!"3E?J%

H

*=+<

#

'..9

#

'(

$

(

%!

65&7'4

)

:

* 石岩#刘大为#许大波#等
4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临床治疗初

探)

Y

*

4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8

#

8

$

(

%!

9-&984

)

(.

*

U,+<,E,

H

,N"<2

#

),EN?

H

",==,N"<\

#

2,!,E,Q

#

*+,A4IE*G"3+?E<?F

!?E+,A"+

M

?F%3"=*+?J,3+*EJ,B!,=="""=F*3+"?=<

!

%'&

M

*,E

D

E?&

<

D

*3+"@*<+BG

M

"=,TE**N<BE

H

"3,A"=+*=<"@*3,E*B="+

)

Y

*

4%!YV=&

F*3+R?=+E?A

#

'.(.

#

9:

$

9

%!

9:7&-..4

)

((

*

2!"+C )T

#

T",=?BA"<>%

#

IBN,+bN"2

#

*+,A4$*K"=<"

H

C+<"=+?

%3"=*+?J,3*EJ,B!,==""

D

,+C?

H

*=*<"<E*@*,A*GJ

M

C"

H

C&G*=<"+

MDM

&

E?<*

L

B*=3"=

H

,=G+E,=<

D

?<?=!B+,

H

*=*<"<

)

Y

*

4T*=*<1*@

#

'..8

#

'(

$

6

%!

7.(&7(-4

)

('

*

U,<",N?B2U

#

)"3C,AA?

D

?BA?<%

#

2?+*E",G*<Q2

#

*+,A4R?!J"=,+"?=

+C*E,

DM

K"+C"=+E,@*=?B<3?A"<+"=F?E!,=,

H

*!*=+?F"=F*3+"?=<

GB*+? !BA+"GEB

H

&E*<"<+,=+

H

E,!&=*

H

,+"@* J,3+*E","=

D

,+"*=+<

K"+C?B+3

M

<+"3F"JE?<"<

)

Y

*

4%=+"!"3E?J%

H

*=+<RC*!?+C*E

#

'..6

#

-:

$

'-

%!

9(97&9(-74

$收稿日期!

'.(6&.6&'9

%

!临床研究!

输血相容性检测室间质量评价总结与分析

郑兆丽!潘
!

艳!刘艺军!吴晓燕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医院输血科!江苏淮安
''9-..

#

!!

摘
!

要"目的
!

回顾性分析本输血科
'.(.

!

'.(-

年参加卫计委"原卫生部#临检中心输血相容性检测室间质评"

Q/%

#结果!

以提高检测质量保证输血安全$方法
!

按要求进行
Q/%

质控品检测!对影响检测质量的标本%检测方法%试剂%操作过程及结果

上报等诸多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

'.(.

!

'.(-

年!多数
Q/%

项目质评成绩合格率为
(..4..W

!仅
'.('

年第一批次质控品抗体

筛查和交叉配血成绩相对较差$结论
!

输血科通过参加输血相容性检测
Q/%

!可提高实验室的检测水平和工作人员的业务能

力!有助于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确保临床用血的安全%有效$

关键词"室间质量评价&

!

输血相容性&

!

总结&

!

分析&

!

微柱凝胶法

!"#

!

(.49:7:

"

;

4"<<=4(789&-(9.4'.(64'(4.-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89&-(9.

"

'.(6

#

'(&9(59&.'

!!

室间质量评价$

Q/%

%是多家实验室分析同一标本#由第

三方独立机构收集和反馈实验室上报结果#并依此评价实验室

操作的过程)

(

*

'

Q/%

是评价实验室检测方法及实验人员技术

水平的客观依据'现将本院参加
'.(.

!

'.(-

年输血相容性

Q/%

评价结果分析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质控品
!

质控品由卫计委$原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在每

年
9

(

7

(

:

月各发放
(

次#每次
6

个项目#每个项目
6

份质控品'

6

个项目包括!

%]X

血型正(反定型鉴定#

#C

$

1

%血型(抗体筛

查(交叉配血'

A4B

!

仪器与试剂
!

%(

型标准红细胞(

]

型标准红细胞(

X

型

标准红细胞$

'.(.

!

'.('

年自配#

'.(9

!

'.(-

年购自江阴力博

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卡(微柱凝胶血

型卡$购自西班牙戴安娜公司%&抗体筛选红细胞$

'.(.

!

'.(9

年购自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

年购自江阴力博医

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试剂全部在有效期内使用'

98h

孵

育器(卡式离心机购自西班牙戴安娜公司#血型血清学检测专

用离心机购自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A4C

!

方法
!

收到质控品后在最短时间内和患者标本同时进行

处理和检测#检测方法(条件与常规工作日相同&检测完成后在

规定时限内上报结果'在
Q/%

成绩下发后#对评价结果不佳

的项目进行分析#查找原因#制订改进计划和措施'

%]X

正定

型(

#C

$

1

%血型(抗体筛查和交叉配血采用微柱凝胶卡式法$手

工加样%#

%]X

反定型采用盐水试管法'检测操作方法参照文

献)

'

*'

B

!

结
!!

果

'.(.

!

'.(-

年
Q/%

评价结果及错误原因分析见表
(

!

'

'

表
(

!!

'.(.

!

'.(-

年输血相容性
Q/%

评价结果&

'

$

W

%'

时间$年% 总测试数$

=

%

%]X

正定型
%]X

反定型
#C

$

1

%血型 抗体筛查 交叉配血

'.(. 86 (6

$

(..4..

%

(6

$

(..4..

%

(6

$

(..4..

%

(6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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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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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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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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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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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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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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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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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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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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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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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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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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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4..

%

(9

$

57478

%

!

'.(9 86 (6

$

(..4..

%

(6

$

(..4..

%

(6

$

(..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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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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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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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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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质控品检测结果错误原因分析

批次 项目
正确

结果

检测

结果
错误原因

('(-9

抗体筛查 阴性 阳性
结果读取不当#对于不确定结果没

有进行复检

('(--

抗体筛查 阴性 阳性
结果读取不当#对于不确定结果没

有进行复检

('(-6

抗体筛查 阴性 阳性
结果读取不当#对于不确定结果没

有进行复检

('(6(

交叉配血 不合 相合
结果读取不当#对于不确定结果没

有进行复检

('(69

交叉配血 不合 相合
结果读取不当#对于不确定结果没

有进行复检

C

!

讨
!!

论

输血是临床应用广泛的治疗手段之一'采用输血治疗时#

必须保证输血安全性#才能达到治疗效果'与输血安全性相关

的问题包括病原体传播$包括病毒(细菌(螺旋体和原虫等%#免

疫性不良反应$包括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血型不配合引起的

不良反应#白细胞引起的其他免疫性反应等%

)

9

*

'保证输血安

全性的首要前提是进行输血相容性检测#包括受血者和供血者

%]X

血型及
#C

$

1

%血型鉴定(不规则抗体筛查和交叉配血试

验#各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均直接影响到患者用血安全性'

本研究结果表
(

(表
'

显示#本输血科参加输血相容性

Q/%

多数项目评价成绩合格率为
(..4..W

#仅
'.('

年第
(

批

次抗体筛查和交叉配血合格率相对较低'

'.('

年#由于没有

及时交纳质评费用#未能及时获得质控品#在质控品检测结果

也存在逾期上报的情况#进而认为不会对上报结果进行评价#

忽略了对不确定结果的复检工作#导致错误结果的出现'因

此#在日常工作中对于不确定的结果一定要复检#最好是双人

复检#查出导致不确定结果的原因并进行分析#只有两次检测

结果完全相同#才能发出报告#如果错报或者漏报#将会造成严

重后果#甚至危及到患者生命'由此可见#输血科技术人员不

仅应具备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外#还必须具备优良的

道德修养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

年抗体筛查质控品
(-'-6

为特殊标本#含有
1BFF

M

系

统的抗
&O

M

J

弱抗体#无论上报+阴性,或+阳性,结果#都算通

过'本输血科当时所用的筛选红细胞上不含有
O

M

J

抗原#故

未能检出弱抗体'这充分说明试剂细胞将影响检测结果)

-

*

'

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室内质控#严格按照试剂说明进行保存和

使用#如标准血清的抗体效价(亲和力(特异性等指标必须在受

控范围内#各种诊断试剂的质量必须达到国家相关标准&避免

选择血型抗原表达不全的谱细胞)

6

*

'

导致
Q/%

评价结果不满意或不成功的原因包括!书写错

误#方法学问题#技术问题#质控品的问题#结果评价的问题#经

调查后无法解释的其他问题)

(

*

'出现
Q/%

评价结果不满意

或不成功时#首先应对不满意成绩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找出

导致不满意成绩的具体原因#制订切实可行的质量改进措施#

并在下一次
Q/%

活动中实施#并同时评价实施改进措施的具

体效果)

'

*

'

综上所述#必须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保证输血相容性检测

结果准确性!$

(

%加强人员培训'实验室检测控制包括检测前(

中(后等影响结果的整个过程#且质量管理不只是质量管理人

员或质量管理部门的工作#同时也是实验室全体人员的工

作)

-

*

'只有通过提高输血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鉴别判断能

力#强化质量观念和安全意识#才能使输血相容性检测的整个

过程更加规范化(标准化'$

'

%每天做好室内质控'室内质控

作为医学实验室全面质量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由实验室

工作人员遵照实验室制定的室内质控管理制度(相关标准及操

作规程#选择适当的实验方法和步骤#连续评价实验室工作的

可靠性程度#旨在监测和控制实验室检测工作的精密度#并最

终确定标本检测结果是否可靠(可否发出报告#同时也是对实

验室检测质量的即时性评价)

'

*

'室内质控是
Q/%

的基础'

室内质控反映的是批内(批间测定的不精密度#

Q/%

成绩反映

了测量的不准确度)

7

*

'只有做好室内质控才能保证
Q/%

达

到满意的成绩'通过对不满意的
Q/%

成绩进行总结分析可

以及时发现室内质控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改进'$

9

%输血前检测

工作应准备充分'例如!进行
%]X

血型鉴定时#需正(反定型

同时进行以保证结果正确(可信&交叉配血不仅可以再次验证

血型鉴定结果是否正确#也是防止输血相容性检测出现错误的

最后一道+安全岗,&抗体筛查能有效预防
%]X

血型系统以外

的血型不合引起的输血反应'就血型鉴定(交叉配血(抗体筛

查方法而言#微柱凝胶法比传统的玻片和试管法更准确(更敏

感(更简单#结果可较长期保存'微柱凝胶分中性胶(特异性胶

和抗人球蛋白胶#可用于不同的血型血清试验)

(

*

'微柱凝胶法

有诸多优点#但若操作不当可导致结果难以判断#因此必须严

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试验#仔细阅读试剂说明书#排除一

切可能干扰试验结果的因素'$

-

%做好记录(核对工作#确保正

确发出检测结果报告'

总之#输血相容性检测对于保证输血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确保输血相容性检测的准确性十分重要'输血科必须通

过参加
Q/%

以评价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和相关检测方法'应

做好输血相容性检测前(中(后的全面质量控制#严格按照试剂

说明及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正确判断(认真核对结果并做

好记录#确保检测结果的正确报告#最终保证临床用血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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