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共有
!-,

例#检出率
/'$[

#男性检出率显著高于女性#为

/'#[

&

"-"

例'比
#'&[

&

"$.

例'&

%

!

d""'!

#

!

"

$'$"

')

@'@

!

高血压的检出率
!

体检者中共检出高血压
.$-

例#检出

率为
"-'&[

#男性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为
".'&[

&

&.%

例'比

"/'![

&

%!&

例'&

%

!

d"#'-.

#

!

"

$'$"

')

@'A

!

1g

"

1]

的检出率
!

1g

"

1]

者共检出
"&!%

例#总检出

率为
%$'-[

#其中
1g

和
1]

的患病率分别为
!!'![

&

"$!.

例'和
.'#[

&

%,#

例')

@'B

!

代谢综合征的检出率
!

符合
Q0EPE

诊断标准的患者共

#.-

例#患病率为
"!'-[

#其中男性为
"&'/[

&

%.%

例'#女性为

"$'![

&

!$&

例')

@'G

!

年龄,性别分层后各种代谢异常的患病情况
!

从表
%

可

以看出#不同年龄组代谢异常的患病率不同#

%$

岁年龄组患病

率最低!高血压,高
:Q

,高
:\

,高
+0+7Q

,高血糖,低
a0+7Q

,

1g

"

1]

及
PE

的发生率分别为
#'$[

&

,%

例',

/'"[

&

""%

例',

!#',[

&

&.$

例',

/'.[

&

"!#

例',

"',[

&

%/

例',

/'.[

&

"!/

例',

!-'%[

&

#$#

例'和
#'-[

&

"$/

例')随着年龄的增

长#各种代谢紊乱的患病率呈升高趋势#但低
a0+7Q

血症的

患病率随年龄变化的趋势不明显)性别分层后各种代谢紊乱

的患病率也呈现出随年龄升高的趋势#

&$

岁年龄组的男性高

血压,高血糖,高
:Q

,高
:\

,高
+0+7Q

,

1g

"

1]

及
PE

的患病

风险&

88

值'分别为
%$

岁年龄组的
%'#

倍,

%'!

倍,

!'&

倍,

"'%

倍,

"',

倍,

"'%

倍,

!'#

倍(

#$

岁年龄组高血压和高血糖的患病

风险较
&$

岁年龄组明显升高#

1g

"

1]

,血脂紊乱和
PE

的患

病风险在男性无明显变化#女性
PE

,高
:Q

,高
:\

及高
+0+7

Q

的患病风险在
&$

岁年龄组显著升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明

显变化#致使血脂紊乱,高血压,糖尿病及肥胖患者明显增加#

对
PE

的诊断及防治越来越受到重视)

综上所述#通过对矿区
&/!.

名矿区职工体检资料的统计

分析#可以看出矿区职工患
PE

及相关疾病的风险很大#其中

1g

"

1]

,高
:\

血症和高血压排在前
%

位#分别达到
%$'-[

,

!/'"[

和
"-'&[

)

PE

及高血压,高
:Q

血症,高血糖的患病

率均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

&$

岁以上组
PE

患病率显著升高#

因此该组人员应高度重视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另

外#由于煤矿工作的特殊性#职工对煤矿安全异常关注#致使职

工精神长期处于紧张和不安之中#心理压力很大#这也是导致

高血压的重要因素)因此#作者建议煤矿领导应采取有效措施

减轻职工心理压力#改善工作环境#同时#广大职工本身也要根

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改善生活方式,优化膳食结构#保持自己的

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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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临床用血及成分输血情况分析

谭
!

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科学合理输血!节约血源!提高输血疗效!减少不良反应!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血液传播疾病的发

生$方法
!

对用血科室
#

年来输血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分析!并与二甲医院成分输血的国家标准及先进国家成分输

血的情况对比$结果
!

成分输血率均在
,-'$[

以上!超过二甲医院成分输血的国家标准!与先进国家相当'新鲜冰

冻血浆"

ZZT

#使用率为
%%'.[

!

#.'-[

!高于先进国家$结论
!

加强成分输血管理!降低新鲜冷冻血浆使用率!防

止冷冻血浆滥用!实现真正的成分输血$

!关键词"

!

成分输血'

!

输血管理'

!

新鲜冷冻血浆

012

!

"$'%,/,

"

3

'4556'"/-!7,&##'!$"$'".'$%-

中图分类号#

8&#-'"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7,&##

"

!$"$

#

".7",,"7$%

!!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输血在临床治

疗工作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在大出血,血液病及各

种贫血等患者的抢救和治疗中尤其重要)目前国内外都把成

分输血的临床实际用量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及一名临床医生掌

握与运用现代医学技术高低的标准之一#也是等级医院评审的

必备条件#是当今输血事业的发展方向)自
!$$$

年下半年/临

床输血技术规范0实施以来#我国临床输血有了更严格,更科学

的要求#临床用血和成分输血日益广泛)为了促进临床科学合

理用血#减少血液浪费#降低输血浪费#降低输血风险#本文就

本院
!$$#

!

!$$,

年用血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资料来源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排名前
#

位的用血科室各种血液成分的使用情况)

>'?

!

方法
!

血液成分包括全血,红细胞悬液,血浆,血小板,冷

沉淀)按卫生部统计报表规定的方法计算!全血及红细胞悬液

以每
!$$(+

计
"h

#血浆以每
"$$(+

计
"h

#血小板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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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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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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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h

#冷沉淀以
/$(+

计
"h

)按卫生部规定的公式计

算成分输血率!成分输血率&

[

'

d

成分血数&

h

'"*全血数&

h

'

W

成分血数&

h

'+

j"$$[

)并计算血浆输注率!血浆输注率

&

[

'

d

血浆数&

h

'"*全血数&

h

'

W

成分血数&

h

'+

j"$$[

)

?

!

结
!!

果

?'>

!

!$$#

!

!$$,

年各种血液成分应用情况
!

见表
"

)

?'?

!

!$$#

!

!$$,

年各科室血液成分应用情况
!

见表
!

)

表
"

!

!$$#

!

!$$,

年各种血液成分应用情况$

h

'

时间&年'输血患者数&

(

' 全血 红细胞 血浆 血小板 冷沉淀 合计 人均输血量 成分输血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

!

!$$,

年各科室血液成分应用情况$

h

'

时间&年' 科室 输血患者数&

(

' 全血 红细胞 血浆 血小板 冷沉淀 合计 血浆输注率&

[

' 人均输血量

!$$#

普外科
,% "! "/&'$ !#,'# %$ $ &/#'# ##'-& #'$"

骨科
/& # ""$'$ &'$ $ $ "",'$ %'%/ "'./

妇产科
!& $ /,'$ &&'$ $ / "",'$ %/',- &',/

消化内科
#/ . "&"'$ /$'# $ $ !$,'# !.'.. %'-&

血液内科
", / %&'$ $'$ %$ $ -$'$ $'$$ %'/.

!$$/

普外科
"%# "# !",'$ %..'# -$ $ /,!'# #/'"$ #'"%

骨科
-! $ "-!'$ "%/'$ "$ # %!%'$ &!'"$ &'&,

妇产科
#" " "",'$ /#'# $ / ".#'# %#'%" %'/&

消化内科
"$/ & /#'$ &!&'# $ $ &,%'# ./'$" &'//

血液内科
", " %"'# ,'$ &$ $ ."'# ""'$& &'!,

!$$-

普外科
"&# . !#"'$ -"&'# &$ $ "$"%'# -$'&, /',,

骨科
// $ !!/'$ "%#'# "$ $ %-"'# %/'&- #'/%

妇产科
/" $ "--'$ ./'$ $ &! %$#'$ !.'!$ #'$$

消化内科
""! $ "&&'$ &!,'$ $ $ #-%'$ -&'.- #'"!

血液内科
!! $ &!'$ %$'$ $ $ -! &"'/- %'!-

!$$.

普外科
"&" ! !&$'$ /"#'# %$ $ ..-'#$ /,'%# /'!,

骨科
./ ! %!&'$ &-'# "$ $ %.%'# "!'%, &'&#

妇产科
&$ $ "$%'$ "!'$ $ $ ""#'$ "$'&% !'..

消化内科
"$! "! "#-'$ %."'# $ $ ##$'# /,'%$ #'&$

血液内科
%- $ --'$ &'$ %$ $ """'$ %'/$ %'$$

!$$,

普外科
"&$ - !-/'# #/! #$ $ .,#'# /!'-/ /'&$

骨科
/" $ ",&'$ ""'$ "$ $ !"#'$ #'"! %'#!

妇产科
&/ $ ",,'# /-'# "$ "/ !,%'$ !%'$& /'%-

消化内科
"%% $ "-,'# #!"'$ $ $ -$$'# -&'%. #'!-

血液内科
,. " %$!'$ !.'$ $ $ %%"'$ .'&/ %'%.

@

!

讨
!!

论

!$$#

!

!$$,

年本院成分输血率
,-'$[

!

,,'-[

#远远超

过二级甲等医院目标管理达标的标准&

#

#$[

'#已与发达国家

标准&

#

,.[

'相当)从
#

年内各血液成分的使用情况看#普外

科及消化内科的血浆输注处于较高水平#这些科室中除手术前

后的需要和其他原因造成凝血功能异常而正确使用外#其余在

输血申请单上填写的输注血浆目的仍是增加血容量,补充清蛋

白,促进伤口愈合,提高免疫力等)说明在血浆的使用上#仍需

准确把握其用法及适应证)因为临床输血的指征是输血相关

知识的基础#也是合理用血的决定性因素)

有资料显示我国临床输血中有
"

"

%

!

"

"

!

是不必要的输

血)在很多情况下#血浆输注的风险大于其可能给患者带来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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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卫生部规定血浆禁止用作扩容剂和用以促进伤口愈

合*

"7%

+

)扩张血容量可以用晶体液,血浆代用品(增加营养可用

氨基酸,脂肪乳等(增强免疫力可用丙种球蛋白)这样做不仅

效果好#而且风险小)骨科在
!$$/

年的血浆使用率也处于较

高水平&

&!'"[

'#但其主任在出国&德国'考察后#改变了用血

理念#血浆使用比例逐年下降)

据南宁市血站统计#本院血浆"红细胞用量比例远远高于

其他综合性医院#究其原因#可能与一些医生旧的输血观念有

关#他们认为全血1全2#出什么#补什么#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没

有全血就输1红细胞
W

血浆2#以达到输全血的目的)有些医生

给患者输
ZZT

是为了降低药品比例#基于血库在医院中的地

位#又不能抵制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这种用法不仅违反了成分

输血的宗旨和原则#不能达到成分输血的目的#而且还增加了

患者的经济负担)

合理输血的定义是!1患者病情危重#且采用其他方法未能

有效预防或治疗时#才给予输注安全血液和血液制品2

*

&

+

)不

必要的输血#不仅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血液资源#同时也增加了

患者的输血风险)同种免疫是临床输血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

题#人体对外源
0S9

的同种免疫的免疫次数和强度有一定限

度#这使人体有一定的1输血寿命2#即人体不能无限制地接受

同种血液及血液制品)给不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进行输血治

疗#增加了患者的免疫次数#等于缩短了患者的1输血寿命2#导

致患者输血无效早日来临*

#

+

)随着血液筛查趋于严格#通过输

血感染艾滋病和肝炎等传染病的风险已大大减少#但艾滋病和

肝炎等病毒感染存在窗口期#处于窗口期供血者的血液显示阴

性#仍存在给受血者带来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各种与输血相关

的风险难以控制#有研究表明输血后发病率与死亡率有所上

升*

/

+

)然而#无论国内或者国外的临床医生#输血的风险意识

欠缺#对输血疗法的掌握也参差不齐(加之临床输血有些问题

始终存在争议#使得临床医生和临床输血工作者对输血医学领

域许多观念和知识显得陈旧,落伍#亟待更新*

-

+

)因此#有必要

制订行之有效的临床输血管理制度#明确临床输血原则#规范

临床用血行为#严格控制输血指征#提高医护人员尤其是医生

对输血的认识*

"

+

)临床合理用血关乎患者安全和血液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临床医生只有树立正确的输血观念#才能在临床

中合理使用血液资源#提高血液输注疗效#减少输血反应及输

血途径传播疾病的发生)血库工作人员应加强自身业务学习#

更好地指导和配合临床输血工作#及时纠正临床不合理的用

血#确保临床输血科学,合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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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输血若干热点问题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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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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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岁以下儿童血铅检测结果分析

郭贤莎!胡友明!张新卫"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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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门诊儿童体内铅含量!降低铅中毒风险!探讨其综合防治措施$方法
!

以门诊体检的
"

!"$

例
"$

岁以下儿童为检测对象!用
e+.$$

第六代微量元素分析仪测量其铅含量$统计分析采用
.

检验$结果

!

铅含量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儿童铅损伤日益受

到关注!培养儿童良好的卫生习惯!鼓励平衡膳食!对心理行为改变(运动失调(智力低下等儿童进行跟踪监测!必要

时进行药物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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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儿童体内铅含量#探讨铅过量的综合防治措施#作

者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儿科门诊体检的
"

!"$

例儿童进行了铅元素检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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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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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以儿科门诊体检的
"!"$

例
"$

岁以下儿童

为检测对象#其中男
/%$

例#占
#$'-[

#女
#.$

例#占
&,'%[

(

年龄最小
"

个月#最大
"$

岁#

-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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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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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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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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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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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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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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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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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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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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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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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

例#女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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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使用济南齐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

第六代

微量元素分析仪并用其配套试剂#采用微分电位溶出法测定铅

元素含量#正常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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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

取无名指末梢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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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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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铜试剂测试液中#上机检测#操作严格按仪器操作规程进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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