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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毒核酸集中化检测在柳州地区开展情况的研究

覃柳燕!孙雪芬!陶丽芳

"广西壮族自治区血液中心!广西柳州
A$A%%A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分析柳州地区血液病毒核酸集中化检测的情况!探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血液检测的策

略%方法
!

对柳州地区开展血液病毒核酸集中检测的标本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

从
"%!A

年
!%

月至
"%!C

年
F

月!共检测标本
"A&""F

人份!经鉴别或拆分试验!乙型肝炎病毒"

/*U

$

YV+

阳性标本
A!$

人份"

%#"%a

$!丙

型肝炎病毒"

/,U

$

EV+

阳性标本
"

人份"

%#%Co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U

$

EV+

阳性标本
"

人份"

%#%Co

$!

核酸阳性率为
%#"!a

"

A!C

'

"A&""F

$!即血清学检测漏检率为
%#"!a

%结论
!

开展血液病毒核酸集中化检测!

可以有效降低输血风险!保证血液安全%

关键词"血液#

!

病毒核酸#

!

集中化检测

中图法分类号"

E$AD#!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A'>%&

!!

采供血机构实行血液集中化检测#是优化血站资

源配置)保证输血安全的必然措施#也是血站发展的

必然趋势+

"%%'

年#原国家卫生部颁布的.血站管理

办法/第
!"

条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统一规划)设置集中化检测实验

室#并逐步实施-+第
C

条第
$

点规定!,省血液中心

承担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血液的集中化检测任务-

等有关要求'

!

(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

的.关于做好血站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地

要充分总结前期核酸检测试点工作的经验#根据实际

情况#狠抓落实#确保
"%!A

年血站核酸检测覆盖全

国#且要求每袋血液必须经过核酸检测'

!>"

(

+为了认

真贯彻这些文件的精神#进一步缩短血液病毒检测的

窗口期#提高血液安全#本中心对
"A&""F

人份标本进

行血液病毒核酸集中化检测#现将开展的情况阐述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中心)来宾市)河池市中心血

站
"%!A

年
!%

月至
"%!C

年
F

月采集的所有献血者标

本共
"A&""F

人份+所有献血者均符合.献血者健康

检查要求/$

X*!C$'>"%!!

&的相关要求+采用乙二胺

四乙酸二钾$

1YG+>S

"

&抗凝的负压真空采血管平行

留取献血者等量静脉血
"

管$无分离胶的血清学检测

管
A.T

和有分离胶的核酸管
A.T

或
C.T

#

"%!'

年

!!

月后核酸管全部换为
C.T

&+核酸管需采血后
$M

内离心$

!'%%

0

]"%.H6

#

$[

&+各检测要求在标本

采集后
D"M

内完成+

$#/

!

仪器与试剂
!

X5HL98-

核酸检测系统!

X5HL98-

核

酸检测试剂#乙型肝炎病毒$

/*U

&)丙型肝炎病毒

$

/,U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U

&$

.

型&核酸检测试

剂盒$甲状腺微粒体抗体
>

化学发光法&#

/*U

)

/,U

)

/;U

$

.

型&鉴别探针试剂#

?59K83HOGH

0

5H-

核酸检测

系统#均购自美国盖立复公司+华益美核酸检测系

统!华益美试剂#

/*U

)

/,U

)

/;U

$

.

型
i

-

型&核酸

检测试剂盒$

?,E>

荧光法&#

+*>G>"%%

全自动核酸提

取仪#

+*;DA%%

扩增仪#均购自苏州华益美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

!

方法
!

?59K83HOGH

0

5H-

核酸检测系统采用核酸

检测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1T;W+

&检测同步进行的

模式#为单个标本检测#对
1T;W+

阴性)核酸阳性的

标本进行鉴别试验%华益美核酸检测系统常规检测模

式只检测
1T;W+

阴性的标本#采用混合标本汇集模

式#汇集阳性的标本进行拆分试验+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从
"%!A

年
!%

月开始对血液标本进行血液病毒

核酸集中化检测工作#至
"%!C

年
F

月#共检测标本

"A&""F

人份#经鉴别或拆分试验#共检出
/*UYV+

阳性标本
A!$

人份$

%#"%a

&#

/,UEV+

阳性标本
"

人份$

%#%"o

&#

/;UEV+

阳性标本
"

人份$

%#%"o

&#

核酸阳性率为
%#"!a

$

A!C

"

"A&""F

&#即血清学检测

漏检率为
%#"!a

+其中#本中心标本
!$$"C%

人份#

/*UYV+

阳性标本
"''

人份$

%#!Ca

&#

/,UEV+

阳性 标 本
%

人 份#

/;U EV+

阳 性 标 本
!

人 份

$

%#%!o

&+来宾市中心血站标本
$"!"&

人份#

/*U

YV+

阳性标本
!%"

人份$

%#"$a

&#

/,UEV+

阳性

标本
!

人份$

%#"&o

&#

/;UEV+

阳性标本
%

人份+

"

份
/;UEV+

阳性标本中#

!

份为本中心标本#该献血

员
!

个月重新采集标本检测仍为阳性#

!

份为河池市

中心血站标本+河池市中心血站标本
''C"'

人份#

/*UYV+

阳性标本
!A%

人份$

%#""a

&#

/,UEV+

阳性标本
!

人份$

%#!Ao

&#

/;UEV+

阳性标本
!

人

*

'A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份$

%#!Ao

&+本中心
&

年检测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A

&%来宾市中心血站
&

年检测阳性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河池市中心血

站
&

年检测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柳州地区血液病毒核酸集中化检测情况

时间
本中心

检测数$

(

& 阳性数$

(

& 阳性率$

a

&

来宾市中心血站

检测数$

(

& 阳性数$

(

& 阳性率$

a

&

河池市中心血站

检测数$

(

& 阳性数$

(

& 阳性率$

a

&

"%!A

年
!%

月至
"%!'

年
F

月
&F"!C F! %#"& !%$!C &F %#&D !D''A &D %#"!

"%!'

年
!%

月至
"%!D

年
F

月
AAC'" CD %#!' $F"& && %#"" "$%'D '! %#"A

"%!D

年
!%

月至
"%!C

年
F

月
$F"%% CC %#!C !'DC" &% %#!C "A%F$ A" %#"!

合计
!$$"C% "'' %#!C $"!"& !%" %#"$ ''C"' !A% %#""

!!

注!阳性数是指
?59K83HOGH

0

5H-

核酸检测系统鉴别试验为阳性或者是华益美核酸检测系统拆分试验为阳性标本数

'

!

讨
!!

论

!!

科学)有效地开展血液病毒核酸集中检测#可减

少采供血机构之间设备)人力重复投入#有效降低区

域内检测成本+本中心核酸实验室已经通过自治区

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技术验收#每年均参加并通过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室间质评和

中国国际输血感染预防和控制$

,;G;,

&室间质评项

目#为提高血液检测水平)提高血液安全性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集中化检测不仅不会影响血液的正常发

放#还极大程度地降低了检测试剂成本和管理成本#

并且可以有效解决
&

市间紧急救治用血的调配并避

免血液过期造成的浪费+

在核酸检测过程中#标本的质量对检测结果影响

较大+由于在标本运输过程中#受路程和路况的影

响#两站的标本在送达实验室后#偶有溶血现象的出

现#尤其是需要进行鉴别实验送检的血袋辫子血#溶

血的现象相对更为严重#应该引起重视#并应该经过

验证评估+有研究报道#溶血严重干扰核酸检测结

果#不同程度的溶血标本对不同的病毒产生不同的影

响!在血红蛋白浓度达到
C

0

"

T

时#

/,UEV+

检测

就受到影响%当血红蛋白浓度达
FD

0

"

T

时#

/;U

EV+

)

/*UYV+

检测受到抑制'

!

(

+另外#核酸检测

留样用的采血管)是否
$M

内离心等因素均会对检测

结果产生不同影响'

"

(

+

本研究发现#

"A&""F

人份标本中存在
/*U

YV+

阳性标本为
A!$

人份$

%#"%a

&#因未对其进行

追踪观察和确证试验#不排除假阳性的可能#高于其

他文献报道'

&>A

(

#主要原因是我国肝炎发病率较高#人

群中
/*-+

0

携带率达到
F#%Fa

'

$

(

#而且人群的分布

具有地区差异性#广西地区可能更高+此外#由于抗

病毒治疗的应用和肝炎疫苗接种的普及#病毒变异增

加#导致
/*-+

0

的合成降低或其结构改变#或病毒复

制和表达受抑制等#使得我国人群中隐匿性
/*U

感

染$

*̀;

&比例较高#血清学检测无法检出+除此之外#

也可能与使用不同厂家的试剂#不同检测设备以及不

同的检测模式有关+同时发现
/,UEV+

阳性数为

"

人份$

%#%Co

&#

/;UEV+

阳性为
"

人份$

%#%Co

&+

提示#

&

市血液在经过
"

次血清学
1T;W+

筛查传染性

指标合格后仍然存在一定的输血传播疾病风险+

有研究显示#应用病毒核酸检测技术能显著缩短

血液感染病毒的检测,窗口期-#如检测
/*U

)

/,U

)

/;U

感染的窗口期比
1T;W+

检测平均缩短
F

)

AF

)

!!N

%同时#还能检出病毒抗体或抗原检测阴性的慢性

或隐匿携带者#以及变异株病毒感染者'

'>D

(

+本研究

发现#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中#出现了鉴别试验
&

项均

阴性的情况和汇集阳性而拆分试验
&

项均为阴性的

情况#说明尽管核酸检测进一步提高了血液筛查的灵

敏度#保障了用血安全#但是核酸检测也存在假阳性

结果#原因可能是核酸检测存在着一定的实验室污染

而导致非特异性扩增+因此#如何减少开展核酸检测

假阳性引起的血液报废和献血者资源的流失以及确

认假阳性献血者回归#也是必须要思考和解决的

问题'

C

(

+

综上所述#血液病毒核酸集中化检测可以有效降

低输血风险#保证血液安全#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是

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如何将这项工作开展好#

将这个平台的优势充分发挥#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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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分区剜除术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分析及防治措施

张
!

力!郭
!

闯!李旭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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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唐永永!王清松!程洪林!程宗勇&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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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分区剜除术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原因及预防和治疗方法%

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D

年
!

月
!'%

例接受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分区剜除术的前列腺增生患者为

研究对象!回顾总结其临床资料!分析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

全部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并取得良好

效果%无电切综合征发生!无附睾炎!无膀胱颈挛缩!术后出血
D

例"

$#&Ca

$!术后排尿困难
C

例"

A#%%a

$!术

后暂时性尿失禁
A

例"

&#!&a

$!术后尿道狭窄
$

例"

"#A%a

$%结论
!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分区剜除术并发症

发生原因较多!分析并发症发生原因!给予有效的防治方法!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

关键词"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分区剜除术#

!

并发症#

!

防治措施

中图法分类号"

E'FD#&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AC>%&

!!

良性前列腺增生$

*?/

&是中老年男性的多发病

之一#近年来
*?/

的发病率逐渐升高'

!

(

+前列腺的

上皮细胞以及间质增生导致腺体增大从而引起
*?/

#

进而引起排尿困难+

*?/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年

龄的增长和有功能的睾丸是其发病的两个重要条

件'

"

(

+

*?/

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尿频)尿急)排尿困难)

尿线细等#甚至造成尿路感染)膀胱结石)血尿)肾功

能损害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

(

+

*?/

患者

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则选择外科手术治疗+目前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分区剜除术$

?SE?

&被广泛用于

*?/

的手术治疗#是一种治疗效果显著)安全的手术

方法#但患者术后仍然会发生一些并发症'

A>'

(

+本研

究以本院泌尿外科已经施行
?SE?

治疗的
*?/

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回顾分析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原因

及防治方法#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泌尿外科
"%!$

年
!

月至

"%!D

年
!

月接受
?SE?

的
*?/

患者
!'%

例的资料进

行总结分析+患者年龄
AD

"

FA

岁#平均$

'C#CBC#&

&

岁%病程
!

"

!'

年#平均$

C#AB"#&D

&年+所有患者均

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泌尿系

统彩超)残余尿量)最大尿流率)直肠指检)前列腺特

异性抗原等检查#确诊患有
*?/

#有
?SE?

的指征#

并已经排除前列腺癌可能的患者+国际前列腺症状

评分$

"&#CB$#&

&分#生活质量评分$

A#!B%#F

&分#泌

尿系彩超测定前列腺体积$

AF#AB""#D

&

.T

#残余尿

量$

!%AB"F

&

.T

#最大尿流率$

A#CB!#D

&

.T

"

-

+伴有

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他内科疾病的患者手术前均得

到稳定控制#口服抗凝药物的患者停抗凝药物至少
DN

以上#术前无明显手术禁忌证+

$#/

!

方法
!

常规采用硬膜外阻滞麻醉+采用英国司

迈等离子体双极电切系统以及影像系统#切割功率为

!'%2

#电凝功率为
!%%2

+以等渗冲洗液为膀胱冲

洗液+患者取截石位#电切镜经尿道进入后#确认尿

道括约肌)精阜)膀胱颈口)输尿管口等重要标志#观

察膀胱内有无肿瘤)结石等+采用分区切除法切除增

生的前列腺组织+首先于精阜近端
A

!

%%ZD

!

%%

位置

处以点切法由浅入深逐渐切开尿道黏膜至前列腺外

科包膜处#于前列腺外科包膜与增生腺体之间的间隙

内#用电切镜镜鞘的喙状前端逆推剥离增生的腺体组

织至膀胱颈口处#再快速无血切除剥离的增生腺体组

织+前列腺顶叶
!!

!

%%Z!

!

%%

联合部分#因增生的前

列腺腺体组织较薄弱#可直接行等离子电切+以剜除

中叶的方法#然后分别切除增生腺体的左侧叶以及右

侧叶+最后仔细修整前列腺尖部的残留组织至精阜

远端平面#使精阜处尿道的开口呈圆形+将腺体碎屑

组织冲出送病理检查#然后彻底止血+常规留置
"%<

三腔气囊导尿管#用等渗冲洗液持续膀胱冲洗
!

"

"N

#

术后
DN

拔出导尿管+

/

!

结
!!

果

!!

本组
!'%

例患者全部顺利完成
?SE?

#并取得良

好的效果+平均手术时间$

'"#&B"$#D

&

.H6

#切除的

*

CA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