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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检验科的主要任务是对血液,体液和组织液等标本进

行相关诊断指标的检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极易导致医院感染

的发生'

!

(

)其中#检验科免疫室则主要承担各种病原体指标的

血清学检测#如乙型肝炎病毒,甲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VOU

&,梅毒螺旋体和结核杆菌等)由于病

原体血清学检测原理和操作步骤的特殊性#免疫室工作人员发

生职业暴露的潜在危险因素相对较多#更容易导致医院感染的

发生)本文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对检验科免疫室发生医院感染

的隐患进行分析#并探讨切实可行的防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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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免疫室医院感染隐患分析

B#B

!

实验室布局设置不合理
!

检验科各专业实验室一般分

为!一级实验室$

\(+-!

&#如临床常规免疫室,临检室,门急诊

检验室,临床生化实验室%二级实验室$

\(+-"

&#如
VOU

实验

室,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基因扩增室)目前#大多数医院检验科

免疫室为了方便操作#将不同病原体的检测工作都放在在同一

操作台上#包括
VOU

的检测#与其他一级实验室共用工作空

间#容易引起环境中病原菌的交叉感染)同时#部分检验科免

疫室存在污染区,清洁区混用#工作区,办公区未严格分离#这

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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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室检测项目手工操作多#易发生医院感染
!

检验科

免疫室主要承担人体内病原体抗体和抗原的检测#以血清标本

为主#其检测方法则主要以酶联免疫吸附法$

)+O(.

&为主)血

清标本的分离一般需要离心和试管去帽两个程序)在手工去

帽操作过程中#由于试管内存在负压而容易产生含有病原体的

气溶胶#经空气被操作人员吸入#极易造成医院感染)

)+O(.

的操作步骤一般由加样,加酶,洗板,显色和终止
3

个部分组

成)目前#除了少部分大型综合医院配备有全自动酶免仪外#

大多数检验科免疫室内的
)+O(.

实验都是在开放的环境中进

行手工操作#存在很大的医院感染隐患)以
)+O(.

实验的洗

板为例#虽然大多数实验室都配有自动洗板机#但为了达到更

好的洗板效果#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增加手工洗板的步骤)在手

工洗板过程中#残留在反应孔内的血清或试剂容易发生飞溅的

情况#从而对操作者造成生物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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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工作人员医院感染知识缺乏
!

年轻的检验工作人员

在校学习期间和入职前很少参加专门的生物安全防护培训#入

职后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具体的检验操作上#而放松了对医院感

染知识的学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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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有资历的检验工作

人员由于工作时间长#实际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长期养成的工

作习惯和保守意识#不愿接受继续教育#对预防医院感染的相

关规定重视程度不够)

B#E

!

医院感染防护设施及制度不完善
!

多数检验科免疫室的

实验操作都是在开放的实验台上完成的#缺少生物安全柜)紫

外线消毒灯配备数量少#多是几个工作区共用#当使用时间出

现冲突时#会出现不按规定消毒的情况)部分免疫实验室购置

的洗板机较为陈旧#没有生物安全防护的设计#容易发生职业

暴露)同时#免疫室医疗废物和废液的处理制度都缺乏更加有

效的监督和落实#这也为医院感染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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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免疫室预防医院感染措施

C#B

!

制订有针对性的医院感染防护制度
!

目前#多数医院都

有指导全院医院感染防控的具体制度#作为检验科也有针对实

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制度)在上述两个制度框架下#检验科免

疫室作为一个单独临床专业实验室应该制订符合自身工作特

点的医院感染防护制度)因此#本科室免疫室针对手工去除离

心管盖帽,手工加样,手工洗板等具体操作步骤#都制订详细

的,切实可行的预防医院感染制度)同时#科室指定有责任心

和执行能力强的工作人员作为监督员#对医院感染防护制度落

实情况进行经常检查和随时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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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

加强检验人员医院感染知识培训#提高防护意识
!

培训

内容涵盖卫生部颁布的*生物安全防护措施+,*生物安全管理

条例+和*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医院和科室制

订的医院感染防护制度'

/

(

)新入职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集中

统一学习相关制度法规#并经考核合格后方能参加具体工

作'

3

(

)科室日常工作人员每月一次集中学习相关制度#并分析

本月科室医院感染防护形势#排除潜在隐患#提出意见,建议)

同时#不定期选派科室骨干人员外出参加与医院感染相关的学

术会议#以获取最新的医院感染防护知识)

C#D

!

严格遵循实验室工作分区制度
!

按物流与人流进行分离

的原则#将实验室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与清洁区等
%

个区域#

科学合理地布局实验室#并严格要求工作人员遵守相关规定#

避免各区混用#造成交叉污染'

$

(

)检验科免疫室手工加样区,

洗板操作区和冲洗池要保持适当距离#避免有害液体在操作过

程中飞溅造成交叉污染#进而造成检验人员职业暴露#发生医

院感染)

C#E

!

加强免疫实验室消毒管理
!

检验科免疫室应加强常规消

毒管理制度的落实#如实验室相对独立的工作区应该固定拖布

和抹布#并严禁交叉使用)每日实验开始前和结束后都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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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氯消毒液对操作台面和地面进行擦

拭'

8

(

)标本溢洒工具箱应放于实验室醒目位置#其中存放的生

理盐水,

83Q

的乙醇,

"&&&2

1

"

+

的有效氯消毒液和卫生纸等

消毒用品应定期检查和更换)

C#F

!

规范医疗废物及废液处理制度
!

实验室废弃物及废液消

毒应有专人负责#分类收集#分别处理'

,

(

)实验过程中使用过

的移液器吸头或一次性塑料吸管等物品应放入含有
"&&&2

1

"

+

的有效氯消毒剂的容器中浸泡
%&260

#再集中按医疗垃圾销

毁处理)各种仪器产生的废液#按盛装废液桶容积大小加入足

够量的有效氯消毒剂进行浸泡
%&260

#然后再废弃处理)重复

使用的器材在使用后应浸入含
"&&&2

1

"

+

的有效氯消毒液
/

@

#再采用常规方法清洗干净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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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实验室医院感染防护硬件水平
!

完善消毒设施#包

括足够数量的紫外线灯和高压消毒锅等#以$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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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3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3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

O0<T+=>M;H

!

M=

I

"&!3

!

U:?#%$

!

':#!&



位#常规消毒铺巾#接通
S-W:?B,

"

4#,Z

输尿管镜#进镜至膀

胱#见膀胱壁光滑,双侧输尿管开口正常#未见明显尿液喷出#

继续进镜至左侧输尿管#于输尿管
-

肾盂连接处见明显狭窄如

针尖状#仅能通过斑马导丝尖端#输尿管镜无法通过#导丝向上

插入可见少量脓液溢出#接通钬激光光纤#于狭窄段
%

点处内

切开#狭窄段约
!#3C2

#见大量脓液流出#继续进镜观察#于肾

盂见大量脓液#未发现结石#退镜#留置
3Z

双
T

管
"

根引流肾

积水%同样方法检查右侧输尿管#于输尿管
-

肾盂连接处见明显

狭窄约针尖大小#插入导丝#无法进镜#接通钬激光光纤#于狭

窄段
4

点处内切开#狭窄段约
&#3C2

#进镜观察#于肾盂见大

量白色絮状物#未发现结石#退镜#留置
3Z

双
T

管
"

根引流肾

积水#退镜#留置导尿#结束手术)当日下午
"

时
"

分#患者呼

吸浅快#心率增至
!"3

次"分#氧饱和度下降至
,&Q

#下腹膨

隆,肌紧张#送入重症监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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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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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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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4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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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实验室指标检测结果示!白细胞
83#3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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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

胞
&#4!

#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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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细胞
&#&$8

#尿素
!$#4,22:?

"

+

#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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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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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胱抑素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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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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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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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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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离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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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红蛋

白
"3"#/0

1

"

+

#超敏
*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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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酸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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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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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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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丁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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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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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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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镜检查最主要的并发症是发热#严重时可导致感染

性休克#甚至死亡'

/

(

)其原因包括!$

!

&结石附着细菌#肾盂壁

没有损伤时#对细菌有一定的抵抗力#手术导致肾盂壁损伤时#

细菌或毒素进入血液#引起术后发热,感染等不良后果%$

"

&输

尿管镜检查术中#肾盂内压增高导致肾盂损伤,血管开放#含有

细菌,毒素的积液经肾盂逆流进入血液#引起术后发热,感染等

不良后果)

本病例危险因素分析!$

!

&术前存在尿路感染,肾结石,肾

积水等可导致术后发热,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文献报道相符'

/

(

)

$

"

&患者术前无发热,尿急,尿频,白细胞水平升高等情况#造成

术前无感染的假象)$

%

&尿路结石,输尿管
-

肾盂连接处明显狭

窄导致尿液流动力学的改变#引起尿液滞留#降低膀胱防御细

菌的能力#正常菌群迁移至其他部位$如泌尿道&并繁殖#成为

条件致病菌)$

/

&患者为年龄较大#身体素质相对较差,免疫功

能下降,组织修复能力减退#造成蛋白质合成减少,分解加快#

更易发生医院感染'

3

(

)$

3

&手术有一定的创伤性#且术后继发

感染起病隐匿#临床症状及体征均不典型)$

$

&术前准备不充

分#未能全面评估患者基本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8

&

术前已进行尿液病原学检查#并按药敏实验结果选择敏感药物

治疗#但疗程不足#术前尿路感染未能控制就匆忙手术)

为避免类似病例的发生#应选择进行分次手术)首先行肾

穿刺造瘘#充分引流后行二期手术较为安全)术前尿液病原学

检查#尤其是药敏实验结果是指导科学,合理,正确使用抗菌药

物的保障#对于缩短病程#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减少病原菌耐药

性的产生#控制医院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

( 戴显伟#赵浩亮#王新军#等
#

外科学'

M

(

#"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

"&!!

!

$$3-$8&#

'

"

( 刘双#滕清良#刘佳丽#等
#!$!$

株临床常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

分析'

T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3"4%-3"43#

'

%

( 黄景波
#

泌尿系结石患者术前尿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

T

(

#

云南医药杂志#

"&!/

#

%3

$

/

&!

/,"-/,/#

'

/

( 蓝志相#梁建波#王晓平#等
#

经皮肾镜取石术后患者发热的危险

因素分析'

T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4

#

!4

$

4

&!

!&$8-!&$4#

'

3

( 纪文秀#王静
#

老年患者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及临床分析'

T

(

#

中华

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3!8!-3!83#

$收稿日期!

"&!3-&!-!"

&

$上接第
!/83

页&

保证严格按照生物安全防护制度对工作区域和物品进行消

毒'

4

(

)通过购置自动去帽离心机#减少手工操作#避免气溶胶

对工作人员造成危害)同时#将离心机置于具有外排通风装置

的通风橱中#可进一步减少工作人员发生医院感染的可能)本

科配置的酶联免疫前处理系统#可以代替手工加样#减少了检

验人员职业暴露的危险)在
)+O(.

实验操作过程中#高效率

洗板机的应用可以代替手工洗板#进一步减少操作人员发生医

院感染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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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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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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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每日接受各临床科室送检的体液或血液标本多有

生物传染性#容易发生医院感染事故'

!&

(

)同时#免疫室由于其

承担的检验工作以手工操作居多#操作步骤复杂#更容易出现

职业暴露的情况)因此#加强检验科免疫室医院感染制度建

设#提高检验人员自身防护意识#完善生物安全硬件设施#并根

据不同的工作内容和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才能真正

避免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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