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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同时阳性等等特殊情况都需要重复检测

或是更换不同厂家试剂进行检测)也可通过乙型肝炎
OX<

定量来判断(在条件不允许情况下#可寻求上级医院的支持)

'5/

!

建立随访机制
!

在医患矛盾比较突出的当下#为减少或

是避免纠纷的发生)必须要建立随访机制)在疑似结果得以

证实后#主动与医生或是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检测结果与病情

的吻合度#再报告结果)

1

!

结
!!

论

乙型肝炎标志物检测不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在基层医院

较易开展(但影响因素多)真正地达到实验结果的准确*各室

间结果的互认#必须要建立系统的质量控制体系)其中包括分

析前*分析中*分析后的控制)从收集标本到处理标本到试验

过程的控制#试验结果的报告以及标本的储存都需要建立相应

的
P,.

$标准操作规程%文件(同时对具体操作人员要进行正

规统一的培训(建立仪器的定期维护保养记录(建立随访制度(

以人为本#切实的做好临床诊疗的坚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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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检验性质量不合格血液退回血站

原因分析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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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临床治疗某些疾病以及挽救大失血患者生命的治

疗方法#是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无法替代的)为了使血液能及

时*安全*有效地应用于临床#输血科$血库%每天都要贮存一定

量的各型成分血液以满足临床的需要)血液质量是保障临床

输血是否安全*有效的重要环节之一#而导致非检验性质量不

合格血液的产生与血站的采集*分离*贮存*运输以及医院输血

科$血库%的贮存*发放等各个环节密不可分)根据0临床输血

技术规范1的要求#本科对来源于血站的各成分血液认真做好

入库*贮存与发放#将不符合
K̂*;(42c/))*

0全血及成分血

质量要求1

,

*

-的全血及各种成分血退回血站)现本科对
/));

!

/)*)

年来源于血站的非检验性质量不合格库存血液原因进

行统计分析并退回血站#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5$

!

材料
!

来源于血站的各种成分)

$5/

!

方法
!

本科对来源于血站的全血及各种成分血液外观存

在有乳糜*溶血*血凝块*絮状物*破袋*量少等异常现象的血液

退回血站#注明退回血液原因#并对其血型*成分*条码号*血

量*血液所存在的异常现象登记存档)对血站提供本科的成分

血液根据
K̂*;(42c/))*

0全血及成分血质量要求1进行换

算#

/))79

全血为
*b

#

/))79

全血所制备的悬浮红细胞*手

工血小板为
*b

#

/))79

新鲜冰冻血浆制备的冷沉淀为
*b

#

*))79

血浆为
*b

#机采冰冻血小板每
*

人份为
*)b

)并用

肉眼逐袋观察血液外观判断由非检验性导致的质量不合格

血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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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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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科对非检验性质量不合格成分血液统计&

b

'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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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血 红细胞 血浆 冷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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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血 红细胞 血浆 冷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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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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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检验性质量不合格成分血液占正常库存成分血液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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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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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血 红细胞 血浆 冷沉淀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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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检验性质量不合格成分血液总计占正常库存成分血液总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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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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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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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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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血站送入本科的各成分血是否符合
K̂*;(42c/))*

0全血及成分血质量要求1#采用肉眼观察法检测血液外观由非

检验性导致的各成分质量不合格血液并进行统计)用肉眼观

察虽不能看见内在的质量#但很快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以

弥补检测不能发现的问题)如全血和红细胞制品应无凝块*无

溶血*无黄疸*无气泡*容器无破损或渗漏)冷冻制品#如新鲜

冰冻血浆和冷沉淀在
:+R

融化后为黄色透明液体#无黄疸*无

纤维蛋白析出*无气泡*容器无破损)凡肉眼观察发现异常者

应弃之勿用,

/

-

)

/));

!

/)*)

年血站送入本科的非检验性质量不合格成分

血经统计有全血*红细胞*血浆*冷沉淀(存在异常外观包括乳

糜*凝块*絮状物*破损*溶血等)其中以血浆存在质量不合格

最多#并且以乳糜血为主#而
/)*)

年血浆溶血最严重#即血浆

成淡红色#是因血站使用保存时间过长的全血分离血浆或离心

分离速度过快#使成旧红细胞破坏释放出血红蛋白到血浆中或

分离时血浆中混有红细胞所致)对存在异常外观的各成分血

液资料进行登记存档#并将其退回血站)

本研究结果显示#非检验性质量不合格血液比例逐年增

加#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与血站的采集*成分血的制

备与分离*贮存*运输各个环节有关)血液是临床救治患者生

命最宝贵的特殊药物#其质量将直接影响临床救治的效果#有

严重血液质量问题将会对患者的生命造成危险)保障临床输

血安全是每一位输血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同时为了减少因非检

验性导致的质量不合格血液而造成的浪费#建议采取下措施!

血站应对广大市民加大献血知识的宣传力度#建立完善的献血

员自动化信息档案#对存在严重高脂血症的献血员应进行标

示#从而减少或杜绝乳糜血的发生(提高采血人员的采血技术#

以减少或杜绝采血过程中血液流通不畅而使血液形成凝块或

量少(血液在贮血冰箱内放置时间过长红细胞渗透脆性增加#

故血站对采集的全血应尽早进行成分血制备与分离#并控制离

心速度#以防止溶血#同时分离时防止红细胞混入血浆中,

:

-

(由

于贮血袋经冰冻后变得硬而脆#在运输过程中易发生相互碰撞

而破损#为了避免此现象的发生#血站在运输冰冻血液制品时#

应用特制的纸盒包装或用毛巾隔离#同时红细胞悬液与冰袋之

间也应放入毛巾隔离#防止红细胞悬液和冰袋直接接触而造成

红细胞溶血)血站采取各种措施纠正和预防血液非检验性质

量不合格发生的同时#医院输血科$血库%也应加强血液贮存与

发放的管理)

总之#输血工作者应当认真学习和执行0血站$血库%管理

与技术操作规范1*0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1和0临

床输血技术规范1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坚持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道路#牢固树立以患者为中心#安全第一#以质量为生命

服务于临床的理念#为临床及时提供安全*有效*质量合格的血

液#确保受血者的生命安全是血站和输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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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在各医院临床标本较多#且急诊频繁#以前经常由

于操之过急生化分析仪经常出现堵针现象#延误患者就诊时

间,

*

-

)本院于
/)**

年
+

月
/*

日购置一台东芝
=K<$*/)ZU

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且带有凝块检测系统)为了更好了解该仪器

的凝块检测系统#对仪器进行了实验性能验证#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5$

!

材料

$5$5$

!

仪器
!

日本东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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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带

凝块检测系统%#仪器状态良好#各项目测试结果均在控)凝块

检测系统的原理是通过压力感应器对不同黏度标本的甄别#来

判断标本是否有凝块或者黏度过高)

$5$5/

!

试剂
!

总蛋白$

=.

%采用终点法#波长
'()67

"

'+;

67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9=

%采用
MZHH

推荐方法#波长
:()

67

"

()(67

(葡萄糖$

9̂b

%采用氧化酶法#波长
'()67

"

'+;

67

(所有试剂均为英科新创公司试剂#此
:

个项目采用
:

种不

同的检测方法*波长#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5/

!

方法
!

分别用无抗凝剂*促凝剂*分离胶
:

种不同的真空

采血管采集
*)

位不同患者的静脉血#每种试管采集
:

份#

:

份

标本分别于抽血后立即离心
'7B6

*抽血后
'7B6

离心
'7B6

*

抽血后
*)7B6

离心
'7B6

后$离心转速
:'))D

"

7B6

%#检测

=.

*

<9=

*

9̂b

$同时观察仪器对未完全分离的血清标本能否

报警*样品针是否堵塞%#用此结果与
:)7B6

后完全分离的血

清结果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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