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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血患者输血前血清感染性指标的检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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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对受血患者输血前血清感染性指标进行检测与分析$方法
!

选取
!#%!

年
7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

例拟进行输血治疗的患者!患者受血前进行常见传染性指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G&

E

#'抗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6̂ (R

#'

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6̂ 5R

#以及抗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6'D

#*的检测$计算
")+#

例受血患者输血前各项感染性指标的

阳性率'不同科室患者各项感染性指标的阳性率以及不同性别患者感染性指标的阳性率$结果
!

,̂G&

E

的阳性率最高!为

%32!i

&抗
6̂ 5R

的阳性率最低!仅为
#2!7i

&

,̂G&

E

与抗
6̂ 5R

在妇产科中的阳性率最高!抗
6̂ (R

与抗
6'D

的阳性率在各科室

中基本一致$男性受血者输血前
,̂G&

E

'抗
6̂ (R

'抗
6̂ 5R

以及抗
6'D

的阳性率都高于女性受血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2

#"

#$结论
!

对受血患者进行血清感染性指标的检测非常有必要!能够有效阻断肝炎'艾滋病以及梅毒等血液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保护广大受血者和医务工作者$

关键词"受血者&

!

乙型肝炎病毒&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梅毒螺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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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血过多的情况下#对失血患者进行输血能够迅速补充

血来源#挽救垂危者的生命)

%

*

#但输血所带来的医患纠纷问题

也屡见不鲜)

!

*

'在输血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尤其一些通过

血液进行传播的病毒#虽然有关部门采用无偿献血以及成分血

输注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病毒传播的概率#但由于病毒

检测存在的,窗口期-问题#血源性的病毒性传播仍然是不可避

免的'因此#对受血者进行输血前的检测#能够判断感染患者

是输血前还是医院的感染所导致#不仅能够防止医患纠纷的发

生#还能够让受血患者了解自身情况#避免疾病的传播)

$

*

'本

研究选取了
!#%!

年
7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

例受

血患者#患者受血前进行了常见传染性指标)乙型肝炎表面抗

原$

,̂G&

E

%(抗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6̂ (R

%(抗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抗体$抗
6̂ 5R

%以及抗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6'D

%*的检

测#旨在分析受血者输血前这些感染性指标的阳性率'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7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

例受血患者#患者年龄
**

#

7*

岁#平均$

"*2+Y72"3

%岁'

其中男性患者
$*"#

例#年龄
**

#

7*

岁#平均$

"!2"Y72%3

%

岁&女性患者
!$*#

例#年龄
*"

#

7*

岁#平均$

""2"Y)2!*

%岁'

男(女性患者的年龄等一般资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具有可比性'

")+#

例受血患者中#内科患者
%"*7

例#儿科患者
!$"

例#妇产科
%"7*

例#外科
!**"

例'

@2A

!

仪器与试剂
!

检测仪器包括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北京科

美公司产品%(免疫荧光分析仪$上海新波公司产品%'所用的

免疫检测试剂如下!

,̂G&

E

检测试剂为苏州新波生物公司产

品#抗
6̂ (R

检测试剂为珠海丽珠公司产品#抗
6̂ 5R

检测试剂

为北京科美公司产品#抗
6'D

检测试剂为富士瑞欧株式会社

产品'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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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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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东省烟台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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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曲伟#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基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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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分别对各个科室需要进行输血的患者进行受血前

传染性指标的检测'所有患者均在空腹情况下抽血#血液静置

后离心#取上清液#进行冰冻保存'

,̂G&

E

(抗
6̂ (R

(抗
6̂ 5R

(

抗
6'D

的检测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有检测项目均严格按

照试剂盒说明进行操作'计算
")+#

例受血患者输血前各项

感染性指标的阳性率(不同科室患者各项感染性指标的阳性率

以及不同性别患者输血前感染性指标的阳性率'

@2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72#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2#"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2@

!

患者输血前感染性指标的阳性率
!

")+#

例受血患者输

血前各项感染性指标阳性率中#

,̂G&

E

的阳性率最高#为

%32!i

'抗
6̂ 5R

的阳率最低#仅为
#2!7i

'见表
%

'

表
%

!!

")+#

例受血患者输血前感染性指标的阳性率

检测指标
&

阳性率$

i

%

,̂G&

E

%#"% %32!#

抗
6̂ (R ** #2)7

抗
6̂ 5R %" #2!7

抗
6'D %*# !2*!

A2A

!

不同科室患者各项感染性指标的阳性率
!

,̂G&

E

与抗
6

5̂R

在妇产科中的阳性率最高&各科室中抗
6̂ (R

与抗
6'D

的

阳性率基本一致#见表
!

'

表
!

!!

不同科室患者各项感染性指标的

!!!!

阳性检出情况(

&

$

i

&)

科室
& ,̂G&

E

抗
6̂ (R

抗
6̂5R

抗
6'D

内科
%"*7 %*%

$

+2%

%

%!

$

#2)3

%

%

$

#2#7

%

$)

$

!2$+

%

儿科
!$" !3

$

%%2+

%

!

$

#23"

%

#

$

#2##

%

"

$

!2%$

%

妇产科
%"7* *)#

$

$#2%

%

%#

$

#27*

%

3

$

#2"%

%

$3

$

!2*$

%

外科
!**" *%!

$

%72+

%

!#

$

#23!

%

7

$

#2!"

%

7#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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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性别患者输血前感染性指标的阳性率
!

男性受血者

,̂G&

E

(抗
6̂ (R

(抗
6̂ 5R

以及抗
6'D

的阳性率均高于女性受

血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患者输血前感染性指标的

!!!!!

阳性率比较(

&

$

i

&)

性别
& ,̂G&

E

抗
6̂ (R

抗
6̂ 5R

抗
6'D

男
$*"# )!*

$

!%2#

%

$%

$

#2+#

%

%!

$

#2$"

%

%#!

$

!2+7

%

女
!$*# $!)

$

%*2#

%

%$

$

#2"7

%

$

$

#2%$

%

$3

$

%27!

%

!

!

7̀2"7 "̀2)3 3̀27" )̀2*!

!

$

#2#"

$

#2#"

$

#2#"

$

#2#"

B

!

讨
!!

论

输血和手术治疗是临床抢救病重患者的有效措施#但同时

输血过程也是导致肝炎病毒(

5̂R

(梅毒螺旋体等传播的一个

重要原因)

*

*

'由于输血中感染疾病的事例屡见不鲜#引发的医

患纠纷也较为常见#医务人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

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随着人们对血液传染性疾病认识的不断

提高#加上自身对于健康保护意识的加强#经血液传播感染性

疾病的风险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

*

'

本研究中#

,̂G&

E

的阳性检出率最高#为
%32!i

&抗
6̂ 5R

的阳性检出率最低#仅为
#2!7i

'这也显示出对受血者进行

传染性指标检测的重要性#我国乙型肝炎的发病率高)

7

*

#而且

乙型肝炎的携带者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发现较为困难'乙型肝

炎的传播途径较多#传染性大#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丙型肝

炎病毒也是给我国输血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病毒之一#感染后

的预后效果较差#并且容易导致肝硬化和肝癌)

)

*

'从各科室的

血清感染性指标阳性率来看#

,̂G&

E

与抗
6̂ 5R

在妇产科的阳

性率最高#这可能与上述传染性疾病均可以通过母婴传播有

关)

3

*

'从男(女性别分布来看#男性感染率高于女性#这可能与

本地区的男性外地务工人员较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卫生

等安全条件差#同时缺少自我保护意识#对性传播疾病的认识

程度不够有关#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大#使得传播疾病的风险加

大)

+

*

'因此#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关爱和性病宣传教育'传染性

疾病对临床工作有极大的危害#因此在手术前应充分了解受血

者的感染情况#并对患者进行对症治疗#为可能存在医疗纠纷

的情况进行存档#医院应加强对阳性患者的管理#保障临床医

疗的安全#为临床安全输血提供保障'

综上所述#应该按照输血相关法规的要求#努力提高公民

的法律意识#在对受血者进行输血前要做好输血前的血清感染

性指标的检测工作'这不仅能够有效了解受血者的健康情况#

同时又能保证受血安全#提高诊治效果#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同时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也应该做好对于艾滋病(梅毒(肝炎的

教育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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