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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参考区间应用结果比较
!

以文献来源的
W?'

*

W?7

*

?_̀

参考区间为标准#

'3%

例随机选择的新生儿各指标

异常检出率明显高于以本研究建立的参考区间为标准的异常

检出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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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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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以不同参考区间为标准的异常检出率比较#

*9'3%

$

指标
参考区间

来源
参考区间

异常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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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

&常因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

或其受体缺陷所致'

'

(

)甲状腺激素是诊断
.̀

的主要指标#不

同个体各类激素检测结果的正确解释非常重要'

7

(

)新生儿处

于快速生长发育期#甲状腺大量而合成甲状腺激素#因此#各类

激素水平与
?_̀

水平同时增高'

$

(

)本研究采用化学发光法

检测新生儿
W?'

*

W?7

*

?_̀

水平并建立参考区间#结果显示#

适用于本地区新生儿的
W?'

*

W?7

*

?_̀

参考区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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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

!1#$"

"

Yc

"

[

)文献报道小于
!

岁新生儿各指标第
&3#$

百分位数随年龄

增长而降低#且该年龄段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与本研究

结果一致'

2>3

(

)采用本研究建立的参考区间与文献来源参考区

间对本地新生儿
W?'

*

W?7

*

?_̀

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以

文献来源参考区间为标准的各指标异常检出率明显高于以本

研究建立的参考区间为标准的异常检出率$

"

&

%#%$

&)同时#

本研究建立的新生儿
W?'

*

W?7

*

?_̀

参考区间高于成年人#

以
?_̀

尤为突出#这与较早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1

(

)因此#每

个实验室应根据本地区及实验室条件制定适用于当地新生儿

的
W?'

*

W?7

*

?_̀

参考区间)

综上所述#单纯以文献或试剂盒提供的参考区间判断新生

儿甲状腺激素水平正常与否#有可能导致误诊或过度治疗)因

此#各实验室建立适用于当地新生儿的甲状腺激素参考区间#

能够为新生儿甲状腺疾病#尤其是
.̀

的早期诊断提供重要

参考)

参考文献

'

!

( 顾学范
#

新生儿疾病筛查'

0

(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3#

'

"

( 托马斯
#

临床实验诊断学!实验结果的应用和评估'

0

(

#

朱汉民#

译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7#

'

'

(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中华预防医学会儿

童保健分会新生儿疾病筛查学组
#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诊疗共

识'

Z

(

#

中华儿科杂志#

"%!!

#

7&

$

2

&!

7"!>7"'#

'

7

(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中国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编写组
#

中

国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
>

甲状腺疾病的实验室及辅助检查'

Z

(

#

中

华内科杂志#

"%%3

#

72

$

1

&!

2&3>3%"#

'

$

(

[A@=GDJ;,

#

-@/;RR@66;)

#

.GD6G*

#

A6G/#[@=

H

;6QJ;=G/<6QJ

I

@F6E

I

>

D@;JFQ=+6;@=;=+E;/JDA=M;6EL;/JE

IC

AD6E

I

D@6D@

C

;=AL;GG6=A@>

=G6G/<+DAA=;=

H

F@D+@=

H

A=;6G/E

IC

@6E

I

D@;J;<L

'

Z

(

#Z./;=\=J@+D;>

=@/0A6GK

#

"%%1

#

&'

$

3

&!

"23&>"2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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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门市
ỲV

感染无偿献血者分布特征分析

廖惠容!翁远桥!廖世生

"江门市中心血站!广东江门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江门市区无偿献血人群中人免疫缺陷病毒"

ỲV

$感染者分布特征%方法
!

对
"%%1

!

"%!'

年确认的
ỲV

感染无偿献血者基本信息进行分析!包括感染者性别&年龄&学历分布特征等%结果
!

"%%1

!

"%!'

年共确认
ỲV

感染无偿献血

者
77

例!

ỲV

感染率逐年上升%男性感染者占
3&#$4

!

!1

!

7$

岁男性感染者占
&%#&4

#

''

例感染者年龄为
!1

!

7$

岁!

"1

例感

染者学历为初中至高中水平%结论
!

ỲV

感染无偿献血者具有一定的性别&年龄及学历分布特征%

关键词"无偿献血者#

!

人免疫缺陷病毒#

!

感染#

!

性别#

!

年龄#

!

学历

!"#

!

!%#'&2&

"

:

#;<<=#!23'>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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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23'>7!'%

"

"%!2

$

%2>%177>%"

!!

输血传播疾病是影响临床输血安全的最大隐患#只有从源

头采取措施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输血传播疾病的风险)本研究

对
"%%1

!

"%!'

年本地无偿献血者人免疫缺陷病毒$

ỲV

&感染

确证阳性资料进行了分析#旨在分析
ỲV

感染者分布特征#为

确定
ỲV

感染低危人群提供一定的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1

!

"%!'

年于本血站无偿献血者共计

"$3$&3

例#初筛检出
ỲV

感染阳性*经本市疾病预防与控制

中心$

.,.

&艾滋病确证实验室检测确认者
77

例)

A#B

!

仪器与试剂
!

瑞士帝肯公司全自动加样系统及酶标仪#

瑞士费米公司全自动酶免处理系统#江苏其林贝尔公司微量振

荡仪)酶联免疫法初筛试剂包括美国伯乐公司
ỲV

抗原*抗

体检测试剂盒#以及珠海丽珠公司抗
>̀ YV

检测试剂盒)质控

品购自北京康彻思坦公司)所有试剂均为批检合格试剂#均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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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内使用)

A#C

!

方法
!

由
"

名工作人员采用上述
"

种试剂对每份献血者

标本进行检测)任何一种试剂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的标本#均

采用相同的
"

种试剂进行双试剂*双管$原留样管和对应的血

袋剪管&*双孔复检#仍呈阳性反应的标本送
.,.

艾滋病确证

实验室进行检测#同时实施血液隔离报废和献血异常登记)所

有检测严格按照仪器及试剂盒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__!'#%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

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意义)

B

!

结
!!

果

!!

77

例
ỲV

感染者中#男*女性分别占
3&#$4

和
"%#$4

#所

占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年份献血者

ỲV

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在
77

例
ỲV

感染者中#

'$

例文化程度为初中至高中水平#占

3&#$4

#大学学历者所占比例较低#仅为
2#14

#不同学历
ỲV

感染者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年龄

段
ỲV

感染者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1

!

"%!'

年
ỲV

感染者性别分布特征

年份$年& 献血人数$

*

& 男$

*

& 女$

*

& 合计$

*

& 感染率$"万&

"%%1 7'$37 " " 7 %#&"

"%%& 7'!%7 $ ! 2 !#'&

"%!% 7'!%1 2 ! 3 !#2"

"%!! 7"33" 2 ! 3 !#27

"%!" 7"2$7 1 " !% "#'7

"%!' 7"'1$ 1 " !% "#'2

合计
"$3$&3 '$ & 77 !#3!

表
"

!!

"%%1

!

"%!'

年
ỲV

感染者年龄与学历分布特征

项目 男$

*

& 女$

*

& 合计$

*

& 构成比$

4

&

年龄$岁&

!

!1

!&

'$ "" ' "$ $2#1

!

'$

!&

7$ !! 7 !$ '7#!

!

7$

!

$$ " " 7 &#!

学历

!

小学
' % ' 2#1

!

初中
!$ $ "% 7$#2

!

高中
!' " !$ '7#!

!

大学
" ! ' 2#1

!

不详
" ! ' 2#1

C

!

讨
!!

论

!!

本研究结果表
!

显示#无偿献血者
ỲV

感染检测阳性率

呈逐年增长趋势)目前#国内
ỲV

感染已从局部向全国扩散#

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

(

)本地
"%%1

年无偿献血者

ỲV

感染率为
%#&"

"万#低于
"%%1

年全国人群
ỲV

感染率

$

%#%$4

&

'

"

(

%至
"%!'

年感染率上升至
"#'2

"万#与
"%%1

*

"%%&

年重庆市献血者
ỲV

感染率$分别为
$#$1

"万*

3#"!

"万&相比

也较低'

'

(

)原因可能在于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相比#江门市经济

繁荣程度相对较低#流动人口相对较少)然而#

ỲV

感染率逐

年递增的趋势增加了无偿献血风险#值得医疗机构及采供血部

门重视)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学历
ỲV

感染者所占

比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
77

例
ỲV

感染

者中#

'$

例文化程度在初中至高中水平#占
3&#$4

#大学学历

者所占比例较低#仅为
2#14

#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综合素质越

高#对
ỲV

感染认知程度较高#故
ỲV

感染者所占比例较

低'

7

(

)在
77

例
ỲV

感染者中#

7%

例年龄为
!1

!

7$

岁#占

&%#&4

#接近江门市
.,.

提供的数据$

ỲV

感染者中男性占

1%#"4

#

"%

!

7&

岁占
1'#14

&)江门市
.,.

调查结果显示#本

地
!1

!

7$

岁男性人群中吸毒者*男男性行为者*婚外性行为

者*性紊乱者相对较多#故该年龄段男性
ỲV

感染者所占比例

较高#与类似研究结果一致'

$

(

)然而#该年龄段人群在无偿献

血者中所占比例较高#其
ỲV

感染率较高将对血源质量带来

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升高了输血传染疾病的风险)

因此#提高血源质量#控制血液传播疾病发生风险#除了提

高检测手段和技术外#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

&通过献血咨询#

主动询问献血者病史*日常生活习惯及嗜好等#从而提高献血

前的甄别判断能力'

2

(

)$

"

&大力进行无偿献血健康宣教#普及

艾滋病*性病科普知识%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高危行为$异性服务

行为*男男性行为*静脉吸毒行为&人群的教育#增加其对输血

传播疾病的认知程度)$

'

&落实献血后屏蔽和保密性献血工

作#尤其是针对团体献血人群)$

7

&选择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的

试剂#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基础上#增加核酸检测#缩短检测

窗口期'

3

(

)做好上述工作有助于实现从低危人群中招募献血

者#降低血液制品报废率#从而保证输血安全#降低输血传播疾

病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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