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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血站预防感染的实践

林俊填!温丽玲!卢
!

瑾

"佛山市中心血站检验科!广东佛山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站预防感染的措施&方法
!

对该站预防感染的结果进行分析!以提出血站预防感染的对策&结果
!

对

各操作工作室进行空气监测的总合格率为
33+([

#采血人员手卫生合格率为
3(+-[

#灭菌器械及环境物体表面进行采样的合格

率分别为
'--+-[

'

3,+([

#

1(

例献血者皮肤消毒后合格率为
'--+-[

&结论
!

建立规范的血站预防感染制度'添置防护用品'加

强预防感染知识培训'严格消毒工作'加强医疗废物管理对血站预防感染至关重要&

关键词#血站#

!

预防感染#

!

管理

!"#

!

'-+*363

"

7

+899:+'60*&1'*-+)-',+))+-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0*&1'*-

"

)-',

$

))&**,'&-)

!!

-血站管理办法.-血站质量管理规范.-消毒管理办法.等

多部标准已实施多年)

'&)

*

#消毒管理(预防感染作为血站质量管

理的重要内容#是避免交叉感染的重要措施)

*&,

*

#确保血液质量

的关键因素'本研究于
)-'1

年
(

月对本站进行预防感染的结

果进行了抽查#现报道如下'

C

!

材料与方法

C+C

!

预防感染措施
!

本站对实施的感染预防主要包括操作工

作室$采血室(机采室(流动采血车(成分分离室(血库&(献血

者(采血者(物品等方面的预防'相关操作参照-消毒技术规范

$第
*

版&.第二分册医院消毒技术规范)

6

*

'

C+C+C

!

操作工作室
!

工作前后定时用紫外线进行室内空气消

毒#每日空气采样培养一次#如灭菌程度不合格#须彻底消毒#

直至合格为止'工作结束后清理各种物品#并用消毒液抹拭工

作台面%每周用消毒液擦拭各种室内仪器#同时进行采样培

养)

0&(

*

'

C+C+D

!

采血人员
!

工作人员进入室内须换鞋(戴口罩(帽子(

清洁双手'每次接触血液和血液制品前必须对双手进行清洁

和消毒'

C+C+E

!

物品
!

采血袋均在使用当天开包#开启后用无菌巾覆

盖%持物钳(筒和酒精(碘酒瓶经高压蒸汽消毒灭菌后使用#每

周更换两次%开启后持物钳(筒用消毒液浸泡%敷料盅装入棉球

后独立包装#并用高压蒸汽批量灭菌#使用时每天更换%无菌棉

签开启后只限当天使用%每把钳子(剪刀独立包装后高压蒸气

灭菌#用时一人一剪#用后用消毒液浸泡#使用前用灭菌蒸馏水

冲洗
*

次'工作完毕清理各种物品#做到未使用物品与已使用

物品(未消毒物品与灭菌物品严格分开'

C+C+F

!

消毒液
!

工作人员在工作前后使用美柔消毒液擦手液

进行洗手'医疗器械和各种仪器等采用
)[

戊二醛消毒(灭

菌'对于耐腐蚀物品(环境等采用
)[

康丽溶液或过氧乙酸进

行消毒'

C+C+G

!

献血者
!

对献血者采血部位进行皮肤消毒#每位献血

者献血时肘部垫一块方巾'用过的方巾(止血带(抓手用消毒

液浸泡消毒#做到一人一巾(一带(一针(一管(一抓手'

C+C+Q

!

贮血设备
!

每周用消毒液擦拭贮血冰箱表面一次'每

月彻底清洁冰箱内外一次#并对箱内空气进行有样培养一次'

贮血不锈钢槽(方盆(治疗车(工作台等每月用消毒液抹拭'血

液运输使用专用血箱#每月进行消毒处理'

C+D

!

监测
!

严格按照-消毒技术规范.的要求#质量管理科定

期对全血及血液成分(关键物料(压力蒸汽灭菌器等关键设备(

环境卫生(工作人员手卫生(紫外线灯管强度等进行质量检查'

空气(物体表面采样均在消毒处理后和献血之前进行#工作人

员手(消毒液(献血者皮肤消毒的采样#在执行各项操作前

进行'

C+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C$>G)--*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

D

!

结
!!

果

D+C

!

操作工作室空气监测合格率
!

对各操作工作室进行空气

监测的总合格率为
33+([

#见表
'

'

表
'

!!

操作工作室空气监测合格率

监测对象 监测份数$

.

& 合格份数$

.

& 合格率$

[

&

采血室
36 36 '--+-

机采室
36 36 '--+-

流动采血车
36 3, 3(+3

成分分离室
36 36 '--+-

血库
36 36 '--+-

合计
1(- 103 33+(

D+D

!

采血人员手卫生
!

对采血人员双手进行消毒后#再进行

采样#共
36

人次#合格
31

人次#合格率为
3(+-[

'

D+E

!

物品监测合格率
!

对灭菌器械及环境物体表面进行采样

的合格率分别为
'--+-[

$

36

"

36

&(

3,+([

$

3)

"

36

&'

D+F

!

消毒液消毒后合格率
!

1

种消毒液消毒后的合格率见

表
)

'

D+G

!

献血者皮肤消毒合格率
!

对
1(

例献血者皮肤进行消毒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T#AK.>4

!

U<=>JK>E)-',

!

V<G+*6

!

U<+))



后立即采样#

1(

例均合格#合格率为
'--+-[

'

表
)

!!

1

种消毒液消毒后的合格率

消毒液种类 取样份数$

.

& 合格份数$

.

& 合格率

美柔消毒液擦手液
36 31 3(+-

)[

戊二醛
1( 1( '--+-

)[

康丽溶液
1( 1( '--+-

过氧乙酸
1( 1( '--+-

合计
)1- )*( 33+)

D+Q

!

贮血设备合格率
!

储血冰箱(送血箱及其他储血用具的

合格率见表
*

'

表
*

!!

贮血设备监合格率

监测对象 取样份数$

.

& 合格份数$

.

& 合格率$

[

&

冰箱内空气
36 36 '--+-

送血箱
)1 )* 3,+(

其他贮血用具
') '' 3'+0

合计
'*) '*- 3(+,

E

!

讨
!!

论

进行室内空气细菌监测采样共
1(-

份#合格
103

份#合格

率
33+([

'空气监测结果表明消毒效果较为理想#主要原因

是!各岗位职责落实到位#工作人员能认真执行消毒隔离制度#

严格遵守无菌技术操作规程#做到每天按要求用紫外线灯消

毒#保证消毒时间%按时更换消毒容器及消毒液%每日按要求拖

地(抹台#随时清除污物与垃圾#保持室内整洁卫生)

3

*

'

影响血站感染发生率的因素很多#但关键在于工作人员能

否认真做好消毒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把感染发生率降低到最低

程度)

'-

*

'总结本站预防感染的实践经历#笔者认为应从以下

方面做出努力#以降低血站感染发生率'$

'

&坚持空气消毒'

工作开展前后定时用紫外线进行空气消毒#定期对消毒效果进

行监测#发现问题应及时做好彻底消毒工作'$

)

&对常用器械

进行清洁消毒'除对那些明显需要消毒的器械进行处理外#对

易被忽视的器械也应进行认真清洗消毒'如工作室内的拖鞋(

各种仪器连接线等'应根据器械不同材质#选用不同的方法#

同时对其效果定期取样培养'$

*

&消除工作人员的自身污染'

工作人员除了严格遵守室内无菌制度外#还应注意认真清洁双

手#对经常接触血液和血液制品的工作人员#至少每月进行一

次细菌培养'$

1

&推广使用一次性医疗用品'使用一次性医疗

用品是防止感染的最有效方法#日常工作中应尽可能提供一些

一次性用品#如手套(口罩等'

预防感染是评价血站质量管理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既需

要全员树立感染预防与控制的意识#又需要全员参与规范各项

操作规程#做好每一个操作#把好每一关#监督好每一个环节#

有效保证献血者(受血者及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达到/让献血

者满意(使用血者放心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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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静脉血与末梢血细胞检测结果的差异性!为临床提供更准确'可靠'稳定的血细胞分析结果&方法
!

对该

院门诊
*,-

例健康成人同时检测末梢血和静脉血细胞!对结果进行比较!随机选择
,,

份标本在
-+,

'

'+-

'

*+-

'

,+-B

后
1

个时间点

进行重复检测!比较
)

种标本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

/N

$&结果
!

末梢血'静脉血检测
d!N

'

c!N

'

K̀

'

Ǹ;

的结果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末梢血检测
(

项指标的
/N

均高于静脉血&结论
!

血细胞检测标本的静脉血与末梢血
)

种采集方法对

检测结果带来了较大差异!推荐采集静脉标本应用于血细胞分析的检验!以保证血液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静脉血#

!

末梢血#

!

血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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