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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7

例门诊及住院患者术前
7

项检测结果分析

黎燕琼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医医院!广西梧州
$7'%%"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梧州市中医医院
7

种病原体的感染情况!分析进行手术前&产前&输血前检测术前
7

项的重要性%方法
!

回顾性分析梧州市中医医院
"%!"

年
3

月至
"%!$

年
2

月
'%"$7

例标本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 .V

$&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P̀<*

H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 YV!

'

"

$的检测结果!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P̀<*

H

!抗
>̀ .V

&抗
>

ỲV!

'

"

用
\[Y_*

检测!抗
>?-

用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法"

?(c_?

$%结果
!

P̀<*

H

阳性率为
&#!"4

!抗
>̀ .V

为

%#$24

!抗
>̀ YV!

'

"

为
%#"$4

!抗
>?-

为
%#$4

!总阳性率为
!%#7'4

%结论
!

检测术前
7

项!可以及时了解患者这
7

种病原体的

感染情况!对减少院内感染的发生以及有效地降低医患矛盾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

梅毒螺旋体抗体#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

!

!%#'&2&

"

:

#;<<=#!23'>7!'%#"%!2#%2#%'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3'>7!'%

"

"%!2

$

%2>%1%'>%'

!!

有些患者感染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或梅毒或艾滋病后身

体并无明显的临床症状#检测术前
7

项即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抗
>̀ .V

&*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P̀<*

H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 YV!

"

"

&能为医疗单位

和患者提供是否为术前*产前*输血前感染的客观依据)这几

种病原体是目前临床在检查和创伤治疗过程中极有可能传播

的疾病#为减少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减少医疗纠纷和医院

感染的发生#本院按照卫生部的要求对住院患者都进行术前
7

项检测)笔者统计并分析了梧州市中医医院
"%!"

年
3

月至

"%!$

年
2

月
'%"$7

例标本的术前
7

项检测结果#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

年
3

至
"%!$

年
2

月门诊及住

院患者
'%"$7

例#其中男
!7!1&

例*女
!2%2$

例%年龄
!J

至

&7

岁%

"%!"

年
3

月至
"%!'

年
2

月
1&3!

例#

"%!'

年
3

月至

"%!7

年
2

月
!%!$&

例#

"%!7

年
3

月至
"%!$

年
2

月
!!!"7

例)

A#B

!

仪器及试剂
!

P̀<*

H

检测所用的仪器为北京科美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 \0.[Y)2%%

全自动发光仪#试剂及

质控物均由该公司生产#购自广州奥比奥公司)抗
>̀ .V

和

抗
>̀ YV!

"

"

检测的仪 器 为
0c[?Y_O*) 0O'

酶 标 仪 及

g\[[g*_̀ 70O"

冼板仪#抗
>̀ YV!

"

"

所用的试剂为英科

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抗
>?-

检测所用的试剂为上

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抗
>̀ .V

检测所用的试剂为北

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

检测用的是日本富士

瑞必欧株式会社试剂)

A#C

!

方法
!

P̀<*

H

检测采用化学发光法#

P̀<*

H'

%#1$=

H

"

L[

为阳性#抗
>̀ .V

和抗
>̀ YV!

"

"

用酶标仪读数)抗
>̀ YV!

"

"

阳性者送梧州市疾控中心做确认)抗
>?-

用
?(c_?

检测#

阳性者用
?--*

做确证试验)整个操作严格按标准操作规程

进行)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__!&#%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7

例术前
7

项检测结果
!

P̀<*

H

阳性
"32%

例#阳

性率为
&#!"4

%抗
>̀ .V

阳性
!3%

例#阳性率为
%#$24

%抗
>

ỲV!

"

"

阳性
3$

例#阳性率为
%#"$4

%抗
>?-

阳性
!$!

例#阳

性率为
%#$%4

%总阳性
'!$2

例#总阳性率为
!%#7'4

%

P̀<*

H

阳性率高于其他
'

项检测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果见表
!

)

B#B

!

不同性别术前
7

项指标分布
!

术前抗
>̀ .V

*抗
>?-

*

P̀>

<*

H

*抗
>̀ YV!

"

"

标志物总阳性率男性患者高于女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结果见表
"

)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3

卷第
2

期
!

Y=6Z[GK0AJ

!

0GD+E"%!2

!

V@/#'3

!

)@#2



表
!

!!

"%!"

年
3

月至
"%!$

年
2

月三年度术前
7

项检测结果(

*

#

4

$)

年份
*

抗
>̀ YV

抗
>̀ .V

抗
>?- P̀<*

H

合计

"%!"

年
3

月至
"%!'

年
2

月
1&3! !1

$

%#"%

&

$$

$

%#2!

&

'&

$

%#77

&

1$%

$

&#71

&

&2"

$

!%#3"

&

"%!'

年
3

月至
"%!7

年
2

月
!%!$& "3

$

%#"3

&

$&

$

%#$1

&

71

$

%#73

&

&"1

$

&#!7

&

!%2"

$

!%#7$

&

"%!7

年
3

月至
"%!$

年
2

月
!!!"7 '%

$

%#"3

&

$2

$

%#$%

&

27

$

%#$1

&

&1"

$

1#1'

&

!!'"

$

!%#!1

&

合计
'%"$7 3$

$

%#"$

&

!3%

$

%#$2

&

!$!

$

%#$%

&

"32%

$

&#!"

&

'!$2

$

!%#7'

&

表
"

!!

不同性别术前
7

项标志物检测结果(

*

#

4

$)

性别
*

抗
>̀ YV

抗
.̀V

抗
>?- P̀<*

H

合计

男性
!7!1& 2%

$

%#7'

&

!'$

$

%#&$

&

3!

$

%#$%

&

!72%

$

!%#"&

&

!3"2

$

!"#!2

&

女性
!2%2$ !$

$

%#%&

&

'$

$

%#""

&

1%

$

%#$%

&

!'%%

$

1#%&

&

!7'%

$

1#&%

&

合计
'%"$7 3$

$

%#"$

&

!3%

$

%#$2

&

!$!

$

%#$%

&

"32%

$

&#!"

&

'!$2

$

!%#7'

&

C

!

讨
!!

论

医疗器械的侵入性"创伤性检查*血液透析*手术及输血是

临床诊断*治疗和抢救患者常用的医疗措施#但是实施这些措

施时均会因例如消毒技术的限制*检测方法*检测试剂*操作不

规范或病原微生物的变异等原因#使
.̀V

*

?-

*

P̀V

*

ỲV

等

感染性病原微生物的医源性传播仍不能完全避免'

!

(

#由此而引

起的疾病感染和医疗纠纷时有发生'

"

(

)上述
7

种病原体可经

多种途径传播#如
.̀V

的传播途径主要通过输血*性传播*血

液制剂和垂直传播%

?-

*

ỲV

除通过性接触途径外#还可通过

输血*胎盘等传播%

P̀V

可经输血*手术等途径感染'

'

(

)因此#

为保护医患双方的共同利益#进行术前此
7

项的检测很有

必要)

本文结果显示#在
'%"$7

例门诊及住院患者的标本检测

结果中#总阳性
'!$2

例#阳性率达
!%#7'4

#其中
P̀<*

H

的阳

性率为
&#!"4

#与文献报道的一般人群
P̀<*

H

阳性率为

&#%&4

相近'

7>$

(

#抗
>̀ .V

的阳性率为
%#$24

#抗
>̀ YV!

"

"

的阳

性率为
%#"$4

#抗
>?-

的阳性率为
%#$%4

#在
7

项感染性指标

中#

P̀<*

H

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
'

项检测指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男性*女性患者术前
7

项检测指标总阳性率

分别为
!"#!24

和
1#&%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从

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到#本次检测抗
>̀ .V

的阳性率为
%#$24

#

低于文献报道的
.̀V

感染率$

%#34

!

'#!4

&

'

2>3

(

#处于全国

较低水平#这可能与近年来梧州市对献血员及血制品的严格筛

选与管理有关#使临床输血安全得到保障#因为输血曾是国内

人群
.̀V

感染的主要途径'

1>&

(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从
"%!"

年
3

月至
"%!$

年
2

月抗
>̀ .V

阳性率的变化与
P̀<*

H

相似#

呈持续递减趋势#与徐如梅等'

'

(的报道相符)

P̀<*

H

呈递减

趋势的原因可能与近年来乙肝疫苗接种的普及有关#另外#医

院一次性医疗器械的规范使用#也有效地减少了医院内
P̀V

感染的发生率)抗
>̀ YV!

"

"

的阳性率为
%#"$4

#低于陈其霞

等'

!%

(报道的
ỲV

阳性率为
%#''4

)抗
>?-

的阳性率为

%#$%4

#低于文献报道的
"#%!4

阳性率'

!!

(

)

?-

和
ỲV

均具

有经母婴传播和性传播并造成流行的高度潜在危险性%医务人

员每天都可能接触到患者的体液*血液等标本#如果破损的皮

肤接触到感染污物#就有可能被感染'

!"

(

)在
'%"$7

例术前
7

项的检测结果中#总阳性率达
!%#7'4

#表明有些患者在门诊

及入院治疗前已经感染了经血液传播的感染性病原微生物)

有研究显示#有些患者由于自身免疫力比较低#在接受医疗器

械侵入性治疗或检查过程中更易受到感染#其感染
ỲV

*

?-

*

.̀V

和
P̀V

的风险远高于普通健康人群'

!'

(

)可见术前
7

项

的检测有利于明确责任#有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自我保护意

识#对医患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对门诊及住院患者进行术前
7

项的检测#有助

于及时了解患者治疗前对术前
7

项的感染情况#帮助医生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利于医务人员在

诊治过程中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减少医源性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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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

人群的丙型肝炎*乙肝调查分析'

Z

(

#

皮肤病与性病#

"%!!

#

''

$

2

&!

'$$#

'

'

( 徐如梅#黄毅#沈菁#等
#&1!"&

例术前四项检测结果的分析'

Z

(

#

实验与检验医学#

"%!'

#

'!

$

$

&!

721#

'

7

( 倪语星#尚红#张卓然#等
#

临床微生物学与检验'

0

(

#7

版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

77$#

'

$

( 钟有光#李达森#彭美薇#等
#

食品及公共场所从业人员血清乙肝

标志物*肝功能检测分析'

Z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

"%

$

"

&!

'2$>'22#

'

2

( 彭文伟
#

传染病学'

0

(

#2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

'

3

( 章震花#张晓凤#赵丽敏#等
#

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法检测丙型肝

炎抗体的临床评价'

Z

(

#

实验与检验医学#

"%!!

#

"&

$

7

&!

7"">7"'#

'

1

( 张婉词#李寒#于玲#等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丙型肝炎病毒感染

的血清学变化及危险因素分析!附三年随访资料'

Z

(

#

中华临床医

师杂志#

"%!'

#

3

$

!

&!

!"$>!"3#

'

&

( 何宝明#陈文华
#"%!%

年汉中市住院患者传染性疾病标志物的检

测结果分析'

Z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1

$

!"

&!

!7"!>!7""#

'

!%

(陈其霞#王婷婷#安静娜#等
#"%!"

年综合性医院
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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