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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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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采血方法对血细胞检测结果的差异分析

徐云仙'

!刘保华)

!王
!

敏)

!曹杰贤)

#

"

'+

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云南昆明
6,)'--

#

)+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昆明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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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6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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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0*&1'*-

"

)-',

$

))&**,)&-*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在临床检验工作中的广泛得到使用# 其工作效率与手工操作计数不可同日而语#给临床医生和患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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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提高了医生的治疗水平#同时也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血细胞分析时标本的选择#使用静

脉血还是末梢血#各有利弊#一直以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

*

'

血细胞分析仪从设计上均要求一般以检测静脉血为好#但由于

末梢采血方便#相对静脉采血更易让患者接受#患者更愿意采

集末梢血做血细胞分析)

)

*

'在日常检验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同

一患者同一天的两次血细胞分析用到
)

种不同的采血方法出

具的两份报告#存在大的差异#给临床和实验室带来了不必要

的麻烦#为此#为了探索研究血液分析仪检测静脉血和末梢血

血常规结果是否有差异#现随机抽取住院患者
*,-

例#同时采

静脉血和末梢血做血细胞分析#选取白细胞$

d!N

&(红细胞

$

c!N

&(血红蛋白$

K̀

&(红细胞比容$

Ǹ;

&(平均红细胞体积

$

.NV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水平$

.Ǹ

&(平均红细胞血红

蛋白浓度$

.Ǹ N

&和血小板$

/#;

&等
(

项检验指标进行比较

分析#现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本院就诊患者共
*,-

例#年龄
''

%

60

岁#其中男
'66

例#女
'(1

例#内科
'3(

例#外科
0,

例#妇科

6*

例#产科
')

例#儿科
)

例'

C+D

!

仪器与试剂
!

R;&'(--8

全自动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由

日本
O

L

9J>C

公司提供#使用厂家提供原装进口配套试剂和原

厂质控物'

C+E

!

标本采集
!

$

'

&真空静脉采血管#每管含乙二胺四乙酸二

钠$

Xb;"&S

)

&

1+,J

@

#$浓度为
',-

@

"

#

的抗凝剂
Xb;"&S

)

溶液
*-

"

#

&加入采血管烘干抗凝
*J#

全血#用于采取静脉

血%$

)

&末梢全血采集用
'+,J#

离心管#每管含
Xb;"&S

)

为

'+,J

@

$浓度为
',-

@

"

#

的抗凝剂
Xb;"&S

)

溶液
'-

"

#

加入

离心管烘干&抗凝
'J#

全血#用于采取末梢血)

*

*

%以上两种试

管均由山东奥赛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清晨由检验专业人

员对受检者空腹状态以真空试管采集患者肘正中静脉血和右

手环指末梢血#操作严格按照本院临床检验室标准操作规程

$

O2/

&进行'

C+F

!

检测方法
!

按照本院临床检验室
O2/

规定#在进行日常

标本检测前#先要执行质控程序#合格后方可进行患者标本检

测'本血细胞分析仪多数项目为计算而得#本文中只选取经仪

器实际分析检测得到的项目#包括
c!N

(

d!N

(

/#;

(

K̀

(

Ǹ;

(

.NV

(

.Ǹ

和
.Ǹ N(

项指标'具体方法为!提前从

冷藏冰箱里取出质控物#

*-J8:

后进行检测#各项参数值均在

质控物参数范围内#符合本室室内质控规则#表示当天质控通

过#即可进行标本检测'标本充分混合后#在
-+,

%

1+-B

内检

测完毕#严格按照
O2/

进行操作'为了观察标本放置时间对

结果的影响#随机选取
,,

份标本在首次检测后
-+,

(

'+-

(

*+-

(

,+-B1

个时间点进行重复检测#算出
1

次检测结果的变异系

数$

/N

&#观察末梢血与静脉血的稳定性'

C+G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3+-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Q=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不同采血方法
(

项血细胞分析结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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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采血方法
(

项血细胞分析结果比较$

;Q=

%

采血方法
d!N

$

\'-

3

"

#

&

c!N

$

\'-

')

"

#

&

K̀

$

@

"

#

&

Ǹ;

$"

#

&

.NV

$

FG

&

.Ǹ

$

D@

&

.Ǹ N

$

@

"

#

&

/#;

$

\'-

3

"

#

&

末梢血
,+3(Q'+-) 1+13Q-+1) '1)+,,Q'-+,) -+1'Q-+-*' (6+*-Q)+(3 *'+',Q'+)( *11+,-Q'-+)- )')+6,Q1)+3

静脉血
6+**Q'+-, 1+01Q-+11 '1,+3*Q''+' -+11Q-+-** (6+)-Q)+3* *'+-0Q'+'6 *16+)-Q3+(( )*-+,-Q,1+6

"

$

-+-,

$

-+-,

$

-+-,

$

-+-,

&

-+-,

&

-+-,

&

-+-,

&

-+-,

D+D

!

1

个时间点进行重复检测
/N

比较
!

末梢血检测
(

项指

标的
/N

均高于静脉血'见表
)

'

表
)

!!

1

个时间点进行重复检测
/N

比较$

[

%

项目 末梢血
/N

静脉血
/N

d!N

$

\'-

3

"

#

&

'+)* -+33

c!N

$

\'-

')

"

#

&

)+'' '+*(

K̀

$

@

"

#

&

*+)' )+-1

Ǹ; '+'6 -+00

.NV

$

F#

&

*+)( '+30

.Ǹ

$

D@

&

-+,( -+10

.Ǹ N

$

@

"

#

&

'+*, -+(1

/#;

$

\'-

3

"

#

&

3+1, ,+61

E

!

讨
!!

论

根据原卫生部-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及-医学实

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

%O2','(3

&的要求)

1

*

#现代检验医

学实验室的质量控制分为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
*

个阶段#

而标本采集则属于分析前的质量控制#而血细胞分析标本的采

集不当对检验结果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临床上的血细胞分析

标本采样主要为静脉血和末梢血#在临床工作中有时会出现同

一个患者两天或者同一天两次检测结果差异较大#常常是因为

前后两次的采样方法不同所导致'为了得到一个稳定可靠的

血细胞分析结果#有必要比较这
)

种采样方法结果的差异#以

有效指导日常工作的采样'

本研究结果显示#静脉血和末梢血检测
d!N

(

c!N

(

K̀

(

Ǹ;

(

/#;,

项的结果比较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NV

(

.Ǹ

(

.Ǹ N*

项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与李春华等)

,

*的报道基本一致'其产生这样差

异的原因可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经过末梢采集的血

液中#其主要由动静脉血(毛细血管血(组织间液和细胞内液组

成#这样不能真实反映循环血液#尤其采末梢血时的速度慢#出

血不流畅#反复挤压#使组织液混入#使血液稀释)

6&0

*

'另一方

面#由于反复挤压使细胞轻则变形#重则破坏(溶解#产生细胞

碎片#影响到计数#组织液中的组织因子是参与凝血的
)

因子#

组织液的混入(采血时间延长(血流不畅#都有可能使
/#;

容

易聚集#产生微凝血块#造成
c!N

和
/#;

的数量减少)

(&3

*

'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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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血检测能正确地反映患者实际情况#而静脉血内各种成分不

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抽出的血液不混杂组织液#各种成分与

体循环血液比例相当#能更加真实反映全身循环血液的情况'

静脉采血比较适用于用血量较大的血液分析仪#静脉采血

管还可以自动进样#避免了末梢血只能手动进样带来的随机误

差#使操作更标准化)

'-&''

*

#且静脉血标本可重复检测#便于复

查#重复性好'本研究通过首次检测后
-+,

(

'+-

(

*+-

(

,+-B1

个时间点进行重复检测
/N

比较分析#静脉血的结果比末梢血

更加稳定'究其原因可能是静脉血相对来说取血量更大#不容

易造成标本的挥发#以及混匀时在管口的黏附引起红细胞的损

耗'计数项目
d!N

(

c!N

(

K̀

(

Ǹ;

和
/#;,

项出现了差异#

末梢血的结果较静脉血的结果偏低#以上原因对
.NV

(

.Ǹ

和
.Ǹ N*

项计算项目的影响较小#所以两者的差异较小'

另外#末梢采血患者采血时紧张(情绪变化(局部瘢痕(应激反

应(疾病影响(外界环境变化和操作者在采血时进针深度不够

等原因#使末梢血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血细胞自动分析仪在国

内快速得到广泛使用#为了使血细胞分析检测达到真正的全自

动便于质量控制#国内曾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呼吁要推广静

脉血的应用)

')

*

#这是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可靠的重要条件'随

着高精密度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普及#应该提倡用静脉血作

为血细胞常规分析的标本)

'*&'6

*

#这样好的仪器才能发挥它的

性能#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检验'

综上所述#随着各种类型血细胞分析仪广泛运用于血细胞

分析的临床检验工作中#为提高结果准确性和检测结果的稳定

性#保证仪器的正常使用#更好地发挥仪器的优势#为临床提供

可靠的结果#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笔者认为应积极推广采

用静脉血取代末梢血的采样方式用于血细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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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江油地区儿童全血微量元素缺乏调查分析

王军文!陈
!

卫!吴娜娜!曹小春

"四川江油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江油
6)'0--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近
*

年四川江油地区儿童体内铜'锌'镁'铁
1

种微量元素缺乏情况!为该地区儿童合理补充微量元素提

供依据&方法
!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对
'11--

例儿童全血进行铜'锌'镁'铁
1

种微量元素检测!并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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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

%$

1

岁'

1

%

')

岁
,

个年龄组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近
*

年四川江油地区儿童体内铜'锌'镁'铁
1

种微量元

素缺乏率分别为
*+6[

'

16+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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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各微量元素缺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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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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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龄组锌元素缺乏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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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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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铁元素缺乏率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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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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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年四川江油地区儿童体内铜'锌'镁'铁
1

种微量元素缺乏普遍存在!以锌'

铁缺乏最为普遍&

关键词#江油地区#

!

儿童#

!

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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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是人体正常身体健康活动所必需的营养成分#对

人的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少年儿童因身体生长

发育快#微量元素消耗较大#由于饮食结构不合理#厌食#偏食

等原因#极易导致微量元素缺乏或超量#从而引起发育不良#影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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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