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集患者输血前和输血后标本
)F4

#方法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

24'01

%#试剂由上海荣盛诊断试剂有限公司提供)酶标仪

采用美国
&9E=CGE@BZ=<:C=5

型)全部检测由专人按照操作规

程统一操作)

$,'

!

统计学处理
!

统计学处理采用
0W00#7,"

软件分析)

/

!

结
!!

果

成分输血率达
#""-

#合理性见表
#

)输血前和输血后感

染性指标检测率达
#""-

)乙型肝炎病毒前
0#

抗原$

WB=5#

%阳

性
!)7

例$

#6,+"-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U351

?

%阳性

!""

例$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阳性
!!

例$

#,)$-

%#梅

毒特异性抗体阳性
#6

例$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阳

性
!

例$

",#%-

%)

表
#

!

成分输血合理性对比表'

%

%

-

&(

血制品
%

合理 不合理

红细胞
$!* 7*%

$

$#,#

%

!%%

$

7*,+

%

洗涤红细胞
#6 ##

$

$%,6

%

$

$

7),7

%

血浆
)$7 7%%

$

$#,#

%

!#+

$

7*,+

%

冷沉淀
#!7 6)

$

$#,"

%

%*

$

7+,"

%

血小板
6+ )"

$

$7,!

%

!+

$

7$,*

%

'

!

讨
!!

论

根据江苏省有关输血法律法规制定严格输血执行制度#建

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制定相关的质量手册*程序文件*标准

操作规程和相关记录表单#文件覆盖整个工作过程#包括血液

接收*核查*保存*发放*收回*报废*输血相容性检测及相关实

验诊断的技术操作规程#确保临床输血安全(成立输血委员会

和输血科(检测*分析临床用血情况#推进临床合理用血)本研

究结果表明#沭阳县人民医院成分输血达
#""-

#不合理用血

达
)%$

例$

7*,6-

%#与发达国家的
#)-

"

76-

标准还有一定

的差距,

!

-

)原因为临床医生对成分输血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

未能很好掌握血浆输注的适应证(传统输注观念未彻底转变#

习惯红细胞搭配血浆输注(由于清蛋白紧张#将血浆当清蛋白

输注(临床输2安慰血32人情血3的观念仍存在#对感染性指标

检测理解不到位#病毒检测存在2窗口期3#即使检测结果为阴

性#输血导致血源的传播仍不可避免,

7

-

)目前我国病原微生物

抗体诊断试剂的特异性和灵敏度在
+)-

左右#不能保证
#""-

的准确性#从而存在漏检的可能性,

%

-

(而且某些病原体如弓形

虫*绦虫病*埃博拉出血热*科罗拉多蜱热等都可能经输血感

染#但不在输血感染性指标检测范围内)另外加强输血一线护

理人员相关知识培训#严格输血执行制度#输血前*输血时均由

两名医护人员两次核对并签名)主要内容有交叉配血报告单*

血袋标签*检查血袋*血液颜色*确认受血者与配血报告相符

等#确认无误后方可输血)密切关注输血患者情况#提高输血

反应识别能力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宿迁地区
U351

?

阳性
!""

例#占

#%,!#-

)沭阳县人民医院联合检测
WB=0#

#阳性达
!)7

例#占

#6,+"-

#高于
U351

?

的阳性率#

WB=0#

更能敏感和特异反映

乙型肝炎病毒$

U3Q

%复制情况,

)

-

)沭阳县人民医院检测出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_!

型阳性
!

例#并且经宿迁市防疫站

和南京市防疫站复检确认为阳性)在输血前对受血者进行感

染性指标检测#不仅可以了解其感染状况#对阳性患者进行相

关的治疗#有利于患者的康复#还可提示医护人员加强自身防

护#对筛查出的阳性患者在进行外科手术*注射*穿刺*抽血等

有创性操作和处理医疗器械时加强管理#防范医疗过程中的交

叉感染#减少医疗纠纷#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

本组患者中发生发热反应
7

例#过敏反应
#

例#均未出现

严重临床症状#并及时处理)沭阳县人民医院为熟悉输血反

应#应急预案和流程#由输血委员会组织多次进行了输血反应

应急演练)

综上所述#健全输血制度#加强输血知识培训和输血感染

性指标检测及输血反应应急演练#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提高

医疗质量#促进创建三级医院和医院的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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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细菌性阴道病检测结果与分析

李
!

楠!邹
!

勇"湖省省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妇科细菌性阴道疾病的检出率及分布!为临床治疗和预防提供依据$方法
!

对衡阳市第

一人民医院门诊
!"##

年
#

"

+

月
#++%

例妇科患者阴道分泌物进行常规显微镜镜检和唾液酸酶测定检测$结果

#++%

例标本中
77+

例标本
3Q

检测阳性!占
#6-

!

77+

例
3Q

阳性标本合并真菌感染
6!

例!滴虫感染
#6

例!不同清

洁度中
3Q

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年龄层次
3Q

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

论
!

绝经期妇女
3Q

阳性检出率并不低于未绝经期妇女!在白带常规检查中不同清洁度都应加强
3Q

检测$

"关键词#

!

阴道分泌物&

!

细菌性阴道病&

!

滴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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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3&%))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6!/+%))

"

!"#!

#

#*/!7$$/"!

!!

细菌性阴道病$

3Q

%是妇科常见病之一#且易复发)阴道

疾病的就诊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为了解妇科阴道病的感染情

况#对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
#

"

+

月
#++%

例门诊妇科

患者阴道分泌物进行常规和
3Q

检测#对其结果进行了统计和

+

$$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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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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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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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

年
#

"

+

月本院妇科门诊患者
#++%

例#

年龄
#)

"

6$

岁#中位年龄
7+

岁#其中绝经
#+*

例#未绝经

#6+$

例)

$,/

!

仪器与试剂
!

光学显微镜进行检测)

3Q

测定试剂盒购

自丽珠公司#生理盐水#

#"-

氢氧化钠溶液)

$,'

!

方法
!

由妇产科医生用
7

支无菌专用棉拭子取阴道宫颈

分泌物#一支溶于生理盐水无菌玻片作常规清洁度检查#

%""

倍显微镜下观察
!"

个视野#

#

支溶于
#"-

氢氧化钠溶液#查找

念珠菌丝和孢子#另一支进行细菌性阴道病检测#严格按照.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标准/标准判断,

#

-

)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方法统计#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例标本中#检出
3Q

阳性
77+

例#占
#6-

#其中未绝

经者
7"%

例#占
*+,6-

#绝经期者
7)

例#占
#",7-

)

3Q

阳性

者中#真菌阳性
6!

例$

!#,!-

%#滴虫阳性
#6

例$

),"-

%)不同

清洁度
3Q

阳性检出率见表
#

)不同年龄层次
3Q

检出率见

表
!

)

表
#

!

不同清洁度
3Q

阳性检出率

清洁度
% 3Q

检出数 检出率$

-

%

-".

*+% #)" #$,6*

0"3

##"" #*+ #6,!"

表
!

!

不同年龄层次
3Q

阳性检出率

年龄阶段
% 3Q

检出数 检出率$

-

%

未绝经期妇女
#6+$ 7"% #$,+

绝经期
#+* 7) #6,6

'

!

讨
!!

论

阴道分泌物检查包括一般性状*清洁度*寄生虫和微生物

检查,

!

-

)引起女性阴道感染常见的病原体很多#如大肠埃希

菌*类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滴虫*支原体以及衣原体

等#常规检查只能进行清洁度判断*念珠菌*滴虫等检查#为了

解是否是阴道感染#必须进行
3Q

检测#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3Q

是近年来新认识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已成为高龄妇女常见

的阴道感染性疾病#占外阴感染的
%"-

"

)"-

,

7/%

-

)

本研究结果表明#清洁度在
-".

度时#细菌性阴道病有

一定的检出率$

#$,6*-

%#提示不仅清洁度高时注意进行
3Q

检查#在清洁度正常时也要进行
3Q

检测#以免漏诊#同时
3Q

在绝经期妇女也是常见病之一)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绝经期妇

女不能忽视细菌性阴道病的检测#因为合并感染的可能性很

多#有的患者在白带检查中发现真菌或滴虫#就进行真菌性阴

道炎治疗#滴虫性阴道炎的诊断#忽视
3Q

的检测)从
#++%

例

阴道分泌物
3Q

检测中发现#真菌感染合并
3Q

阳性患者有一

定的比例#通过这些临床检查统计结果分析#应加强
3Q

的检

查)患
3Q

的妇女易早产分娩低体质量儿#她们所生下来的孩

子也可能会因此带有各种后遗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3Q

是导致组织性绒毛膜炎*羊水感染*剖宫产术后子宫内膜炎及

其他妊娠不良和妊娠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另外#

3Q

主要与输

卵管炎*盆腔炎*宫外孕*不孕症*泌尿感染*术后感染有关)

综上所述#

3Q

检测有很多临床应用前景#应加强和普及

3Q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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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试剂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结果对比

赵忠婵!刘洪莉"陕西省旬阳县医院检验科
!

6!)6""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4'01

#中两种不同厂家试剂即英科新创"厦门#试剂与上海科华试剂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U351

?

#的结果差异$方法
!

用
24'01

中两种不同厂家试剂检测
)"

份血清标本
U3/

51

?

水平$结果
!

英科新创"厦门#试剂检测
U351

?

样品吸光度值与临界值之比"

0

%

(M

值#高于上海科华试剂检

测的结果$结论
!

两厂家试剂检测高
0

%

(M

值的结果定性判断无差异!而低
0

%

(M

值即临界值边缘状态的
0

%

(M

值

定性结果有差异$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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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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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不同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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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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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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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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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估计#全球现有
7

亿乙型肝炎病毒$

U3Q

%携带者#我国

为高发区#约有
#

亿人为
U3Q

携带者)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

原$

U351

?

%是
U3Q0

基因含
!!$

个氨基酸的
U3Q

外膜蛋

白#常与
Z@;=

颗粒并存)临床工作中#把
U351

?

作为乙肝病

毒感染和诊断乙型肝炎的指标)健康人群中
U351

?

阳性率

为
#"-

#

U351

?

作为
U3Q

血清学标志物为临床诊断乙肝提

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4'01

%是目前公

认的
U3Q

血清标志物检测方法#但试剂盒的选择是影响检测

质量的重要因素,

!

-

)现对本院
24'01

两种不同厂家试剂检测

U351

?

结果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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