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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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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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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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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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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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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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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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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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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蛋白测定在晚期胃癌患者中

的临床意义分析*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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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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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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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中心血站血液传染性指标的检测及分析

谢家日!邱昌文

"南宁中心血站!南宁
<$###,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分析该血站全血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血清学检测结果来完善献血前筛查$方法
!

对

)#"#U)#"2

年该血站全血献血者血液标本进行血清学检测!统计分析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B

#(乙型肝炎表面

抗原"

P70+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P&R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P(R

#及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BY

#的

不合格情况$结果
!

各项目检测不合格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B

"

";2%>

#

$

BY

"

#;2#>

#

$

P7R

"

#;<2>

#

$

P&R

"

#;"=>

#

$

P(R

"

#;"A>

#$

+'B

不合格率由
)#"#

年的
$;2,>

下降至
)#"2

年的
#;,%>

%

P70+

?

阳性率

由
)#"#

年的
#;A)>

上升至
)#"2

年的
#;2%>

%抗
*BY

阳性率由
)#"#

年的
#;<A>

上升至
)#"A

年的
#;%2>

!

)#"2

年降至
#;))>

%抗
*P&R

和抗
*P(R

阳性率较低!变化不明显$总不合格率由
)#"#

年的
A;%<>

下降至

)#"2

年的
);#)>

$结论
!

通过完善献血前
+'B

筛查和使用
P70+

?

*BY

双联金标试剂筛查!能大幅降低
+'B

和
BY

不合格率!对提高血液安全!降低血液资源浪费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无偿献血%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梅毒螺旋体抗体%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中图法分类号"

@"=,;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A<<

"

)#"%

#

#%*"",2*#$

!!

无偿献血是目前临床获得充足血液的主要来源(

我国自,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已实现全部血液来源

于无偿献血#血液采集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血

液高报废依然困扰着每个采供血机构#血液高报废加

重了血液供应紧张和造成血液资源的浪费(血液报

废分为正常报废$检验报废%和非正常报废$非检验报

废%(本调查回顾分析
)#"#U)#"2

年本站因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

+'B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P70+

?

%'丙

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P&R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抗
*P(R

%及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BY

%检测不合格所

致全血血液正常报废情况#以及采取的改进措施#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集
)#"#U)#"2

年本市符合,献血

者健康检查要求-的全血无偿献血者标本
,="##2

份(

$;/

!

仪器与试剂
!

试验所用仪器有日立
,#%#

生化

分析仪'罗氏
Y%##

生化分析仪'瑞士
P/IC48-F

公司

的
!B+@

全自动加样仪和
c+Q3)A

"

)#

全自动酶标

免疫分析系统(试验所用试剂均为国家批检合格产

品#在有效期内使用#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和血站试

验室规范进行操作(

$;'

!

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3'(!+

%对所有

全血献血者的血液标本进行
P70+

?

'抗
*P&R

'抗
*

P(R

及抗
*BY

检测#每个项目均用两种不同厂家的试

剂'在不同设备上进行两次定性检测#试验过程及结

果判定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

+'B

采用两个不同

厂家试剂$速率法%进行检测#试验过程严格按试剂说

明书进行#结果判定严格按,血站技术操作规程-要求

判定(以年为单位#统计分析
+'B

'

P70+

?

'抗
*

P&R

'抗
*P(R

及抗
*BY

的不合格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比例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

) 检测#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献血标本检测信息
!

,="##2

份标本中
)A2)<

份检测结果不合格#总不合格率为
$;"">

(各项目不

合格率依次为
+'B

$

";2%>

%

$

BY

$

#;2#>

%

$

P7R

$

#;<2>

%

$

P&R

$

#;"=>

%

$

P(R

$

#;"A>

%(

+'B

不

合格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
)#"#

年的
$;2,>

下降

至
)#"<

年的
#;A2>

#

)#"2

年上升至
#;,%>

&

P7R

阳

性率前
<

年呈现上升趋势#

)#"<

年和
)#"2

年阳性率

变化不明显&

BY

阳性率由
)#"#

年的
#;<A>

上升至

)#"A

年的
#;%2>

#

)#"<

年阳性率下降至
#;$#>

#

)#"2

年阳性率低至
#;))>

&

P&R

'

P(R

阳性率较低#

变化不明显(总不合格率由
)#"#

年的
A;%<>

下降至

)#"<

年的
";2">

#

)#"2

年总不合格率有所提高#为

);#)>

(见表
"

(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Q1J&4CF

!

+

:

9C4)#"%

!

R-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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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南宁市全血无偿献血者
)#"#U)#"2

年标本检测信息(

'

#

>

%)

年份
' +'B

阳性"

P7R

阳性""

P&R

阳性
P(R

阳性
BY

阳性" 总不合格

)#"#

年
"#<)"# $%22

$

$;2,

%

A$=

$

#;A)

%

)""

$

#;)#

%

""<

$

#;""

%

<,$

$

#;<A

%

<"#$

$

A;%<

%

)#""

年
"#2<,# $$",

$

$;""

%

<$"

$

#;<#

%

)""

$

#;)#

%

"A$

$

#;"$

%

,,)

$

#;,)

%

A%2"

$

A;<2

%

)#")

年
"#%,2# ))=)

$

);""

%

2""

$

#;<2

%

"2$

$

#;"<

%

"<$

$

#;"A

%

%A2

$

#;,%

%

$=%<

$

$;22

%

)#"$

年
"""2=" "<<=

$

";A#

%

<=2

$

#;<$

%

",<

$

#;"2

%

"%2

$

#;",

%

=)#

$

#;%)

%

$$2$

$

$;#"

%

)#"A

年
""2""A ,<<

$

#;2<

%

,=#

$

#;2%

%

)<%

$

#;))

%

"2<

$

#;"A

%

==2

$

#;%2

%

)=#)

$

);<#

%

)#"<

年
")#)"% <<%

$

#;A2

%

2)<

$

#;<)

%

)A$

$

#;)#

%

",#

$

#;"A

%

$2<

$

#;$#

%

"=$$

$

";2"

%

)#"2

年
"))AA$ =<%

$

#;,%

%

%$#

$

#;2%

%

)<=

$

#;)"

%

"=$

$

#;"2

%

),"

$

#;))

%

)A,%

$

);#)

%

合计
,="##2 "$$#<

$

";2%

%

AA))

$

#;<2

%

"<)#

$

#;"=

%

"")<

$

#;"A

%

A,A$

$

#;2#

%

)A2)<

$

$;""

%

!!

注!不同年份
+'B

试验室速率法不合格率比较#

!

)

Z2AA$;,##

#

"

!

%

#;#"

&不同年份
P70+

?

试验室
3'(!+

不合格率比较#

!

)

Z""";<=%

#

""

!

%

#;#"

&不同年份
BY

不合格率比较#

!

)

Z,%<;,==

#

"

!

%

#;#"

/;/

!

+'B

不合格与合格标本中
P70+

?

和抗
*P&R

阳性率比较
!

+'B

不合格献血者中#

P70+

?

检测阳

性
,,

份#阴性
"$))%

份&抗
*P&R

检测阳性
=2

份#阴

性
"$)#=

份(

+'B

合格献血者中#

P70+

?

检测阳性

A$A<

份#检测阴性
,,$$<2

份#抗
*P&R

检测阳性

"A)A

份#阴性
,,2),,

份(

'

!

讨
!!

论

!!

向临床提供充足和安全的血液是每个采供血机

构的基本任务#本站经过近
"#

年的发展#采供血能力

和血液质量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存在血液供

应紧张的难题(要提供充足'安全的血液#一方面要

求加强无偿献血的宣传力度#动员更多市民加入到无

偿献血队伍中来&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献血前咨询和教

育#从低危人群中采集血液#降低因传染病检测不合

格所导致的血液报废和其他非正常情况的血液报废(

本市血站
)##%U)#"#

年全部无偿献血血液因传

染病指标不合格导致血液报废不断提高#由
)##%

年

的
$;##>

上升至
)#"#

年的
A;A">

#

$

年时间里#不合

格率上升近
<#;##>

#主要为
+'B

不合格*

"

+

(本次统

计结果表明#从
)#"#

年起#本站每年全血采集例数逐

年上升#由
)#"#

年
"#<)"#

例上升至
)#"2

年
"))AA$

例#增长
",)$$

例#增长
"2;A#>

(本站全血正常报

废主要由
+'B

'

P70+

?

和抗
*BY

检测不合格造成的#

与国内其他采供血机构报道相符*

)*<

+

(

)#"#

年本站全

血标本总不合格率高达
A;%<>

#其中
+'B

不合格率

为
$;2,>

#占总不合格率的
,<;%#>

(追查原因#

)#""

年前本血站未对全部采血点献血前实行
+'B

筛查*

"

+

#也没有对初筛半自动生化仪进行溯源分析#

部分初筛半自动生化仪检测结果不准确*

2

+

(为有效

控制
+'B

不合格所导致的血液资源浪费#本站从

)#""

年各采血点逐步普及献血前
+'B

筛查#并对初

筛
"$

台半自动生化仪进行统一溯源分析#加强采血

科人员培训和手工加样能力#以提高初筛
+'B

结果

的准确性(从
)#"#

年开始#本站
+'B

不合格率呈逐

年下降趋势#全血标本
+'B

不合格率由
)#"#

年的

$;2,>

$

$%22

例%下降至
)#"<

年的
#;A2>

$

<<%

例%#

降幅明显#有效地控制了因
+'B

不合格造成的血液

资源浪费(

)#"2

年本站全血
+'B

不合格率有所提

升#原因或与有些团体采血任务重暂停
+'B

筛查'半

自动生化仪没有及时进行统一溯源分析和采血科员

工绩效与个人采血量直接挂钩有关(

+'B

是用于衡

量肝脏损害的最常见指标之一#本次统计结果发现#

+'B

不合格组的
P7R

阳性率稍高于
+'B

合格组

P7R

阳性率#但
!

) 分析表明两组结果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结果表明
+'B

筛查并不能有效

地排除
P7R

不合格献血者&

+'B

不合格组
P&R

阳

性率高于
+'B

合格组
P&R

阳性率#两组结果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表明
+'B

筛查可有效地排除

P&R

不合格献血者(

+'B

被作为非特异性检测肝

炎病毒感染的替代指标用于血液筛查#可以降低输血

传染病发生的风险#与吕运来等*

,

+和金新莉等*

%

+的报

道不符(

)#"#U)#"A

年本血站
BY

阳性率逐年提高#由

#;<A>

上升至
#;%2>

#与国内报道相符#

BY

阳性是本

站血液正常报废的第
)

个主要因素*

=

+

(

BY

阳性率不

断提高不但造成血液资源的浪费#同时可以加速艾滋

病的传播#对血液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本站从
)#"A

年
")

月开始各采血点均使用
P70+

?

*BY

双联金标试

剂进行献血前筛查#全血标本
BY

阳性率由
)#"A

年的

#;%2>

下降至
)#"<

年的
#;$#>

#

)#"2

年
BY

阳性率

为
#;))>

(表明使用
P70+

?

*BY

双联金标试剂进行

献血前筛查#能有效降低
BY

阳性率#与王静等*

"#

+报

道相符(

P70+

?

检测阳性是本站血液报废的第
$

个

主要原因#这与我国
P7R

携带者比例高有关#为了血

液安全#本站
)#"#

年前就普及了献血前
P7R

筛查(

)#"#U)#"A

年#本站
P7R

阳性率呈现上升趋势#或

与本站近年实行互助献血#互助献血者
P7R

携带率

高有关(

)#"A

'

)#"<

和
)#"2

年本站
P7R

阳性率分

别为
#;2%>

'

#;<)>

和
#;2%>

#表明使用
P70+

?

*BY

双联金标试剂并不影响
P7R

初筛检出率#

P70+

?

*

BY

双联筛查操作简单快速#适用于广大采供血机构

进行献血前筛查(统计结果表明#

)#"#U)#"2

年本站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Q1J&4CF

!

+

:

9C4)#"%

!

R-4;"<

!

O-;%



全血献血者
P&R

和
P(R

阳性率低#分别为
#;"=>

和
#;"A>

#

P&R

阳 性 率 变 化 范 围 在
#;"<>

)

#;)">

#

P(R

阳性率变化范围在
#;"">

)

#;",>

#基

于成本原因和采血一线人员工作负担考虑#本站还未

有计划对全血献血者献血前进行
P&R

和
P(R

筛查(

本调查分析表明#献血前进行
+'B

普查#统一初

筛半自动生化仪溯源分析#使用
P70+

?

*BY

双联金标

试剂进行献血前筛查#能明显降低
+'B

和
BY

不合

格献血例#可有效避免从不合格献血者中采集血液#

对提高血液安全#降低血液正常报废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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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良性前列腺增生伴急性尿潴留患者的护理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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