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只比
<=$;AA

值高
1#W

!

2#W

的标本该如何判定甚为困难#

通常的方法就是设立灰区#但结果同样是有
"#W

的可能是判

断正确或错误)丙型肝炎的特点是感染者临床为无症状的慢

性感染#感染患者有进行性肝脏损害,纤维化及肝硬化#最后发

展为肝癌#这样需要检验人员对是否感染丙型肝炎做出正确的

报告#为防治丙型肝炎做把好第一关)

从表
1

中数据可知#

121

例抗
7XST

弱阳性标本复查后#有

"

例是假阳性标本#其中
XST7IM4

阳性
1"

例#表明其中有

1"

例是
XST

感染的窗口期或急性感染期#有
1#1

例可能是感

染恢复期或过往感染)

!

个月后第
2

次复查抗
7XST

阳性只有

12

例#其中
XST7IM4

阳性
8

例#表明有
1#9

例受检者可能已

清除病毒或有一定数量的受检者可能是假阳性#而
8

例
XST7

IM4

阳性受检者可能是
XST

感染活动期#另外
!

例应该是

过往感染(同时也表明在当初的
1#1

例弱阳性标本中的
8

例标

本是
XST

感染的初期或窗口期)

5

个月后第
!

次复查抗
7XST

阳性
1#

例#其中
XST7IM4

阳性
N

例#表明
XST

感染者
N

例#有
2

例是过往感染)有
2

例

已清除病毒)

1

年后第
9

次复查抗
7XST

阳性
8

例#其中
N

例
XST7

IM4

阳性#表明这
N

例受检验者已持续
1

年双阳性#应该是

XST

感染活动期了)还有
1

例受检者清除了病毒)

这些数据表明#检测抗
7XST

弱阳性的标本#应该马上进

行复查#确定是否假阳性#以免造成患者的精神负担和不必要

的医疗纠纷#而对于复查后还是阳性的患者#应随访复查#以确

定
XST

感染状况)从这
56"2

例受检者中
121

例弱阳性标本

中#至
1

年后复查#只有
N

例是真正感染
XST

或丙型肝炎活

动期#比例虽然很小#但如果忽略这弱阳性的结果#不随访复

查#就可能漏检
N

例阳性患者#这
N

位受检者就不能得到及时

的治疗#这对丙型肝炎的防治都是很不应该的过失#所以#应引

起临床医生和检验人员重视#对于弱阳标本最好的方法是随访

复查#最好能同时作抗
7XST

,

XST7IM4

及肝功能检测*

2

+

#这

样更能详细反映感染
XST

的状况)

aRcE4

方法只是一种筛查方法#这种方法存在局限性#如

伍伟健等*

!

+报道的设置灰区可能会减少一部分的漏检率#但只

以一次
aRcE4

方法检测#都不可避免有错误的结果发生#同时

也要注意提高检验试剂的质量*

9

+是最基本的要求#若有条件#

再做确认试验也是一个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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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年重庆市秀山县
1266N

例无偿献血公民

健康状况调查

刘
!

婷!汤昌莲"重庆市秀山县中心血库
!

9#88##

#

!!

"摘要#

!

目的
!

调查秀山县无偿献血者的身体健康状况!为疾病控制和减少输血前感染提供流行病学资料$

方法
!

按卫生部要求分别用酶联免疫吸附"

aRcE4

#法和赖氏法对
2##"

!

2##8

年间秀山县无偿献血者的血液进行

了
"

个项目检查!同时调查献血者的职业和文化程度$结果
!

与总体均数比较!不同职业献血者的传染病携带率较

高群体为农民!不同文化程度献血者的传染病携带率较高的群体为小学生$结论
!

献血检查的不合格项目以文化

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农民为主!个别传染项目除外$

"关键词#

!

献血者&

!

血清学检测&

!

输血前检查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562789""

"

2#11

#

#67#N6!7#!

!!

随着由输血后传染病引起的医患纠纷逐年增加#输血后传

染病已成为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部门关注的焦点*

1

+

#本县目前

还没有关于献血者健康状况的资料)由于缺少系统的流行病

学调查资料#我国不同地区献血者的传染病发病和感染情况不

十分清楚#对他们身体健康状况的调查有利用传染病的防治与

降低输血风险)本中心严格按照卫生部要求将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4R/

%,

X].4

C

,抗
7XST

,抗
7/K

,抗
7XcT

作为献血者必

查项目#旨在避免输血后传染病引起的医患纠纷#现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3$

!

一般资料
!

2##"

年
1

月至
2##8

年
12

月到本县中心血库

参加无偿献血的公民
1266N

例#其中男
5!6#

例#女
59#N

例#

同时调查他们的职业和学历)

$3/

!

试剂与方法

$3/3$

!

4R/

的试剂
!

用四川迈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

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方法为赖氏法)

X].4

C

,抗
7

XST

,抗
7XcT

#抗
7/K

!

用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和北

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

$3/3/

!

方法
!

aRcE4

和赖氏法#每份标本均严格按检测说明

书进行#同时设立阴阳性和质控对照)

/

!

结
!!

果

/3$

!

本县不同职业献血者输血前检测结果不合格率高群体为

农民#不合格项目以乙肝,丙肝和梅毒为主$表
1

%)其次的是

公职人员和其他人员#公职人员不合格项目以
4R/

,乙肝,丙

肝和
XcT

为主(其他人员以
4R/

,乙肝和梅毒为主)不合格

率最低的为公务员和学生)这说明对于本县血液传染病的预

防重点对象为农民#其次是公职人员和其他人员)

4R/

是反

-

!6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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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第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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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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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肝功能损伤的灵敏指标#其异常率最高为公职人员(乙肝感

染率最高为其他人员(丙肝感染率最高为公职人员(梅毒感染

率最高的为其他人员(艾滋润感染率最高为公职人员(以上这

些指标均以相同项目的总体均数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3#"

%)

/3/

!

本县不同文化程度献血者输血前检测结果不合格率最高

为小学生#他们输血前检查
"

项不合格率均为第一#输血前检

测结果不合格率最低为研究生#这说明献血者输血前检测不合

格率与学历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1d#382

#以上这些指标均

以相同项目的总体均数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3

#"

%)以上资料反映了本县疾病控制的重点对象是学历相对较

低的人员#见表
2

)

表
1

!

2##"

年
1

月至
2##N

年
12

月本县不同职业献血者输血前检测结果)

(

%

W

&*

职业 总数$

(

% 不合格数
不合格项目

4R/ X].4

C

抗
7XST /KK4

抗
7XcT1h2

学生
!5#" 5!

$

136

%

1

$

#3#!

%

!!

$

#38 12

$

#3! N

$

#32 N

$

#32

%

农民
5!" 2N

$

939

%

"

1

$

#32

%

8

$

139

%

"

5

$

#38N

%

"

6

$

131

%

"

2

$

#3!

%

公务员
N!" 15

$

138

%

6

$

#3N

%

"

!

$

#39

%

1

$

#31

%

!

$

#39

%

2

$

#32

%

干部
1#! 9

$

!38

%

1

$

13#

%

1

$

13#

%

1

$

13#

"

#

$

# 1

$

13#

%

"

教师
!96 6

$

23#

%

!

$

#38

%

1

$

#3!

%

#

$

#3#

%

2

$

#35

%

1

$

#3!

%

工人
12"N !"

$

23N

%

5

$

#3"

%

1!

$

13#

%

!

$

#32

%

11

$

#38

%

1

$

#31

%

其他
!8#2 1"!

$

63N

%

2"

$

139

%

"6

$

!31

%

"

21

$

#35

%

95

$

236

%

"

"

$

#31

%

居民
2#8! N#

$

!3N

%

22

$

131

%

"

29

$

131

%

12

$

#35

%

18

$

#38

%

"

$

#32

%

总计
1266N !N5

$

!3#

%

55

$

#3"

%

191

$

131

%

"5

$

#39

%

66

$

#36"

%

2"

$

#318

%

!!

注!

"表示与均数比较
K

#

#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

2##"

年
1

月至
2##N

年
12

月本县不同文化程度献血者输血前检查结果)

(

%

W

&*

职业 总数$

(

% 不合格数
不合格项目

4R/ X].4

C

抗
7XST /KK4

抗
7XcT1h2

研究生
1# #

$

#3#

%

#

$

#3#

%

#

$

#3#

%

#

$

#3#

%

#

$

#3#

%

#

$

#3#

%

本科
251" "2

$

23#

%

5

$

#32

%

2#

$

#3N

%

N

$

#3!

%

N

$

#3!

%

8

$

#3!

%

"

专科
1169 !6

$

!32

%

12

$

13#

%

"

19

$

132

%

!

$

#3!

%

6

$

#35

%

1

$

#31

%

中专
686 22

$

23N

%

"

$

#35

%

8

$

131

%

!

$

#39

%

"

$

#35

%

1

$

#31

%

技校
"# 1

$

23#

%

#

$

#3#

%

#

$

#3#

%

1

$

23#

%

"

#

$

#

%

#

$

#3#

%

高中
2"21 85

$

!3N

%

1N

$

#36

%

9#

$

135

%

"

N

$

#3!

%

2!

$

#38

%

!

$

#31

%

初中
2"91 82

$

!35

%

2#

$

#3N

%

28

$

131

%

18

$

#36

%

21

$

#3N

%

5

$

#32

%

小学
298 1"

$

53#

%

"

!

$

132

%

"

9

$

135

"

!

$

132

%

"

5

$

239

%

"

#

$

#3#

%

文盲
2 #

$

#3#

%

#

$

#3#

%

#

$

#3#

%

#

$

#3#

%

#

$

#3#

%

#

$

#3#

%

合计
1266N !1"

$

2395

%

59

$

#3"

%

11"

$

#38

%

99

$

#3!

%

6#

$

#3"

%

2#

$

#31"

%

!!

注!

"表示与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

'

!

讨
!!

论

对患者进行输注相应的成份血进行治疗#是能迅速地改善

患者生理体征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在抢救因缺血性

引起的急,危症患者治疗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

)近年来我

国传染性疾病如丙肝,梅毒和艾滋病感染率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

!

+

#这势必增加输血的风险#加强对输血前筛查和摸清献血

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对于防治传染病的控制和减少输血风险十

分重要)

依我国.输血技术规范/之规定#对本院所有准备输血的患

者进行了
4R/

,

X].4

C

,抗
7XST

,抗
7XcT

#

/KK4

检查#为此#

作者详细连续的调查了
!

年本县血库献血者的健康状况#本次

调查的人数多达万人以上#资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通过作者

对献血者的不同职业,教育程度和输血前
"

项的检查的相关

性#总体水平上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以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和务

农人员为主)但是个别传疾病如乙肝和肝功能损伤以农民为

主#梅毒以社会其他人员为主#

XcT

的传播在公职人员中#随

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大幅发展和社会的日益开放#可经性传播的

这
2

种疾病感染率可能会不断上升#需要公众认真对待#不要

掉以轻心)

献血者的教育程度和输血前检查不合格率成负相关#主要

发生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这和他们缺乏健康知识有

关#加强健康知识的宣传有利于提高他们身体素质#这些资料

为本县的传染病控制提供了重点防护人群#也为流行病学调查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控制输血后感染是每个患者和每位医护

人员必须注意的问题#各医院对医院感染的管理工作都应该非

常重视#输血前检查的筛选和经血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尤为

重要*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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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支原体感染与输卵管阻塞积液的相互关系!探讨支原体对不孕不育的影响$方法
!

采用

珠海市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支原体培养%鉴定试剂盒对不孕症门诊
2#1

例进行检测!其中输卵管阻塞
1!"

例"病例组#!

55

例排除输卵管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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