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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在重庆市血液中心开展的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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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
&U+

月"对重庆

市
&2

家基层血站送往重庆市血液中心的
)3&)0

份集中化检测标本的运输'检测'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等各个环节和关键控制点进

行分析&结果
!

在
3(&+

年
&U+

月的
)3&)0

份重庆市集中化标本中"对
%%

份标本进行了不同原因的拒收"基层血站标本的
@45

单反应性率为
%$&d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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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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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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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别检出率基层血站为
&$'d

!

%0

*

)3&)0

#"重庆

市血液中心为
($+d

!

)%

*

%%'%*

#&结论
!

重庆市血液中心开展病毒核酸集中化检测的效果已逐步显现"基层血站检测实验室与

血液中心血筛实验室在检测能力和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距"逐步提高集中化检测程度"有助于血液检测效率和血液安全的全面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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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集中化检测为
M!9

血液安全战略所推荐!并已在许

多发达国家和我国不少地方开展!我国$血站管理办法%)卫生

部令第
22

号*中第
'

条明确规定&,血液中心承担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血液的集中化检测任务"-

3(&)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下发的$血站设置规划指导原则%)卫计生发.

3(&)

/

3)

号*中明确要求,血液中心实验室应当承担区域集中化检测

任务-"重庆市血液中心从
3(&&

年开始进行核酸检测试点!但

全市的血液病毒核酸集中化检测直到
3(&%

年下半年才正式开

展"集中化检测的诸多优点已得到集中化站点的证实!如最优

化的成本'效率体系!是当前提高血液安全最重要的举措之

一.

&

/

"现将本中心开展血液集中化检测的效果分析报道如下"

重庆市行政区域面积为
'32(3$*%YP

3

!截至
3(&%

年末!

户籍人口
))03

万人!全市共有血站
&'

家!全年采血量为

22'020$+%a

!合计
'*$0%

吨"其中重庆市血液中心全年采血

量为
3())'0$'a

!合计
2($+0

吨!占比为
2%$)L

"已开展核

酸检测的站点有
3

家)重庆市血液中心和重庆市万州血站*!正

在建设中的核酸检测站点有
)

家!分别是重庆涪陵中心血站#

重庆黔江中心血站和重庆合川中心血站"在
3(&%

年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达核酸全覆盖的指令后!重庆市血液中心

与
&2

个区县基层血站签订了标本检测协议"

&2

家基层血站

中有
&

家是将血清学和核酸的所有检测项目委托本中心检测!

另外
&)

家均只委托本中心进行核酸项目检测"委托签订后#

检测开始前!本中心对各站点相关人员进行了标本采集#处理

及运输相关的培训!并与信息系统供应方合作加紧系统并网的

建设"同时本中心新增了
&

台核酸检测设备)

7:6\9<>

公司

的
567:6>

#全自动检测系统*!总数量由原来的
3

台增加到
)

台!提升了本中心的核酸检测通量!能更好地应对集中化后血

液检测量的节节攀升"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3(&+

年
&U+

月!

&2

家集中化区县基层血站

的
)3&)0

份标本和本中心的
%%'%*

份标本!均采用
\F-YFB-'

P<

)

=K541̂

3

抗凝剂*采血管!并由专业冷链箱运送"

$$%

!

仪器与试剂
!

离心机)

<1%)%:

!湘仪*+低温冰箱)

KM1

2(<%('

!海尔*"全自动
@45

检测分析系统)

?SIRJF-c

#

561

7:6>

#

>

H

.BFP

*和
@45

试剂孵育器)

?SIRJF-c

#

:?6

*!

5A41

化

学发光法
!8#

'

!"#

'

!6#1&@45

联检试剂盒)

?SIRJF-ca<1

5:9

#

4..D

H

*及鉴别试剂盒)

K-.RS-P-/DBIS

H

4..D

H

!试剂主批

号为
&)2+()

!

!8#

#

!"#

#

!6#1&

鉴别探针试剂批号分别为

(

2()&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3(&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6/BC<DEAFG

!

AD

H

3(&0

!

#IJ$)'

!

@I$&(



&)+(%0

#

&)+(%%

#

&)+(%)

*"

$$&

!

检测方法及策略
!

采用全自动
567:6>

#分析系统通过

转录介导的扩增)

5A4

*技术对血液标本做单人份的
!8#

'

!"#

'

!6#1&@45

联检或鉴别检测"主要步骤为样品制备#

靶标捕获#

5A4

扩增#杂交保护#化学发光分析"对献血者标

本采取酶免和
@45

平行检测!对
@45

单反应性性的标本进

行收集!每周做
&

次
!8#

'

!"#

'

!6#1&

鉴别检测"

%

!

结
!!

果

%$$

!

标本采集
!

血液样本正确采集#处理及运输!对保障血液

集中化检测的有效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版$血站技

术操作规程%规定用于血清学检测的标本!应于采样后
&

周内

完成检测+用于核酸检测的标本应于采样后
03;

内完成检测"

考虑到各个站点的地理位置及交通状况!本中心和各委托站点

在委托检测协议中明确了时间节点&委托站点应在标本采集后

)+;

内送达本中心!本中心在接收标本后
)+;

内完成委托项

目的检测!以确保检测结果在标本采集后
03;

内发送"在集

中化检测全面开展后仍出现了一些标本质量上的问题!

3(&+

年
&U+

月的
)3&)0

份区县集中化标本中拒收了
%%

份不符合

质量要求的标本!拒收原因分别是&严重溶血)

&(

份*#采血量

不足)

3

份*#严重稀释)

2

份*#未离心)

3%

份*#条码问题

)

&2

份*"

%$%

!

报告模式及检测结果
!

重庆市血液中心自
3(&&

年开展

核酸检测以来!一直采用的是
3

遍
=<6>4

加
&

遍
@45

的检测

策略"接受集中化检测标本后!因为
&2

家站点中有
&)

家站点

只进行了核酸检测项目的委托!所以本中心就增加了
&

种核酸

单检的模式"本中心采用的是穿越血液信息管理系统!

!?%'(

和
!?)''

组合的集群服务器每天自动对数据进行备份!采用

A?<>1#?@

)多协议标签交换虚拟专网技术*网络对区县血站

传送检测数据"实施集中化检测的
&2

家站点中!目前实施信

息系统并网的只有
&

家!其他
&)

家站点还在逐步建设中"未

实施并网的站点!目前采取的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检测报告单

扫描件的方式发送报告"

3(&+

年
&U+

月
@45

集中化检测情

况!见表
&

!其中基层血站来源标本中检出
@45

单反应性
&+2

份!占
%$&d

)

&+2

'

)3&)0

*!本中心来源标本的标本中检出

@45

单反应性
&3*

份!占
3$)d

)

&3*

'

%%'%*

*!对
@45

单反应

性标本进行鉴别检测!结果见表
3

"

表
&

!!

3(&+

年
&U+

月
@45

集中化检测情况%

+

&

标本来源
检测

总数

@45

反应性

@45

单反应性

鉴别检测反应性

!8#V !"#V !6#V

基层血站
)3&)0 30( &+2 %0 ( (

本中心
%%'%* )2% &3* )) ( 3

表
3

!!

3(&+

年
&U+

月
@45

单反应性鉴别检测情况

标本来源
检测

总数)

+

*

鉴别检出情况

!8#V

)

+

*

!"#V

)

+

*

!6#V

)

+

* 合计)

+

* 占比)

d

*

基层血站
)3&)0 %0 ( ( %0 &$'

本中心
%%'%* )) ( 3 )% ($+

&

!

讨
!!

论

!!

3((3

年青岛中心血站和基层血站在独立建制的状况下!

率先实施了全市血液标本的集中化检测.

3

/

+上海市血液中心自

3(&(

年开始发展集中化!

3(&&

年
&&

月开始把核酸项目加入到

集中化检测中.

)

/

"重庆市血液中心核酸集中化检测是从
3(&&

年开始!血液集中化检测工作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目前尚处于

起步阶段!问题与效益同在"

血液标本的质量管理是安全输血的关键控制点之一!是检

验质量控制中一个非常重要却容易忽视的环节.

2

/

"同时集中

化检测实验室应当对集中化检测的参与方承担标本的质量管

理责任.

&

/

"本中心在实施集中化检测前就对各委托站点进行

了标本采集运输的相关培训!但在全面运行的最初
+

个月时间

里还是出现了
%%

份标本的拒收事件!其中
&2

份因条码问题拒

收的标本中!包含
&

份条码长度不全!

)

份条码格式错误!

&(

份

黑色记号笔在条码区勾画!均导致了设备无法识别标本条码"

标本拒收后委托站点重新取样送检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工作

成本!延长了检测结果发放时间!增大了核酸检测不能在采集

后
03;

内完成的风险"所以本中心还需要协同委托站点加强

其标本采集#标识#保存#运输等方面的质量管理及相关
>9?

的建设"

本中心实施集中化检测前重庆市只有
3

个站点开展核酸

检测!核酸检测覆盖率为
2*$+L

!集中化后实现了核酸检测

&((L

的全覆盖"从
3(&+

年
&U+

月
@45

集中化检测鉴别反

应性的情况来看!成功地阻断了全市共计
*(

例
!8#

和
3

例

!6#

的潜在感染性病毒传播!核酸检测缩短了病毒检测窗口

期!进一步确保了血液安全!切实有力地提高了本市的血液安

全水平!成效卓著"其中区县集中化
)3&)0

份标本中鉴别出

%0

例
!8#

!占比为
&$'d

!本中心
%%'%*

份标本中鉴别出
))

例
!8#

和
3

例
!6#

!总占比为
($+d

"该数据区县基层血站

明显高于我中心!说明对区县基层血站进行
@45

集中化检测

在阻断经血传播疾病方面的效力更强!能更大程度地降低输血

风险"

基层血站在
=<6>4

检测上多只选用国产试剂!而本中心

除了国产试剂外还使用了进口试剂"试剂盒在生产过程中材

料的选择#包被抗原的来源与纯度#酶结合物的活性及生产工

艺水平等方面国产试剂与进口试剂还存在较大差距!给血液安

全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

/

"上海市血液中心对
&***U3(()

年的

3('22

份外地供血进行进口
=<6>4

试剂复检!其不合格率为

)$0L

!虽然存在试剂假反应性的因素!但并不能排除其他单位

漏检的可能.

+

/

"

3(&+

年
&U+

月
@45

集中化检测
)3&)0

份区

县标本中!

@45

单反应性率为
%$&d

!本中心来源的标本

@45

单反应性率为
3$)d

!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

布的单反应性检出率为
($3L

.

0

/

"广州市血液中心
=<6>4

检

测全 项 合 格 标 本 的
@45

反 应 性 检 出 率 为
($3)L

)

&)+%

'

%*2)3%

*

.

'

/

!均与本中心数据相符"由此可见!区县基

层血站送检标本的
@45

单反应性率高出正常水平!不能排除

其
3

遍
=<6>4

检测过程中因检出能力有限而导致的漏检风

险"所以随着现代交通运输#货运物流的大发展和信息技术的

全面提升!本市应规划让更多的基层站点将所有检测项目委托

到集中化站点!共享集中化站点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规模

优势"只在那些受到气候影响较为严重和频繁的地区!考虑保

留常规检测)生化#酶免#血型*实验室!

@45

检测则采用区域

集中化模式.

*

/

"

集中化检测站点的规划建立完成并不是集中化检测进程

的终点!而是起点"有文献报道!集中化程度越高!检测效率越

高!检测成本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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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低体质量献血者在捐献血小板时!离体循环血

量占机体血液总量的比值较大!加之首次捐献血小板!存在焦

虑#紧张的情绪!可能出现一过性低血容量反应!表现为面色苍

白#头晕心慌#胸闷气短等不适"在采集血小板时!注意与献血

者沟通#交流!同时降低采血流速!避免过快采集!可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此类献血反应的发生"

本文
<I

N

-.B-R

回归分析表明!全血捐献史对首次单采血小

板捐献者发生献血反应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

#

($(%

*"有

全血捐献史的献血者在第
&

次捐献单采血小板时!献血反应的

发生率明显低于无全血捐献史的献血者!与文献报道一

致.

&%1&0

/

"有全血捐献史的献血者!对血液采集有初步或一定

的认识!在进行第一次单采血小板捐献时!能保持相对平稳#接

受的心态!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焦虑#紧张情绪引起的献血反

应"而无全血捐献史的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对捐献血液尤

其是单采血小板认识不足!易形成紧张#焦虑情绪!从而导致献

血反应的发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年龄#体质量及全血捐献史是影

响首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发生献血反应的主要因素"在对献

血者进行献血前一般检查和征询时!应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尽

量选择年龄在
3%

岁以上#体质量
'

%%Y

N

#具有全血捐献经历

的献血者"此外!工作人员应提高自身的沟通交流技巧和采集

技能!尽量消除献血者的紧张情绪!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以减

少献血反应的发生!保留和招募更多的单采血小板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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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将其网络内的
%)

个检测实验室合

并为
*

个!命名为国家检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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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美国从建立集中化检测之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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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站点到现在的
%

家站点的成熟模式也经历了长达
&(

年时间

的发展!所以本市的血液筛查集中化检测建设还有许多地方需

要去探索和学习!逐渐实现集中化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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