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直方图提示.异常/或.血小板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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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稀释模式和手工法结果一致#与全血模式不相符#全

血模式计数血小板均减少#而预稀释模式和手工计数血小板却

正常*出现这种现象的有
#

例#患者
[/\

在正常范围内#直

方图提示.血小板聚集/#本组认为是
*V")?a

2

导致的血小板

假性减少或血小板卫星现象#结合各病例的血涂片的情况#又

可以将其分为
.

组和
V

组*

F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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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当
[/\

%

$26&K(

#血小板体积偏大或聚集成

较大的颗粒时#其脉冲信号落在红细胞计数区域内#血小板就

有可能被仪器误认为是小红细胞甚至是白细胞而未计入血小

板总数中(

$?2

)

#从而导致仪器对血小板计数结果假性偏低*

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

+.,̂

%推荐
*V")?a

2

作为血

细胞分析仪首选抗凝剂(

5

)

*近年来临床上常发现
*V")?a

2

可诱导少数人的血小板聚集黏附#引起.

*V")?a

2

依赖性血小

板假性减少症$

*V")?/"./

%/和.血小板卫星现象/

(

9

)

*血小

板卫星现象偶见于
*V")?a

2

抗凝血中(

#

)

#导致由
*V")?a

2

抗凝的静脉血标本仪器测得的
/("

很低#但患者临床上并无

出血倾向#且凝血功能检查结果均正常*而改用无
*V")?a

2

抗凝的末梢血在预稀释模式下计数
/("

#结果却正常#说明这

两种血小板假性减少的现象只有在进行静脉血涂片检查时才

能被发现*所以对于临床上疑似
*V")?/"./

者#可以采取

改用其他抗凝剂的方法来消除
*V")?a

2

对血小板的作用#枸

橼酸盐被认为是解决
*V")

依赖型假性血小板减少的主要方

法之一(

:

)

*也可用非
*V")

抗凝的血标本进行重新计数#同

时进行末梢血手工计数和血涂片复核*

临床采血也会影响血小板计数*采集末梢血时若方法不

当$如未擦去第一滴血'采血速度太慢'出血不畅'挤压采血%#

或静脉采血时压脉带过紧#多次穿刺致皮下出血等情况#都会

使组织凝血因子混入血液标本中#使血小板聚集#产生肉眼看

不见的小凝块导致血小板过多消耗而造成
/("

假性减少(

3

)

*

在实际工作中#若在采取标本后立即进行血常规检测#时

常会出现假性血小板减少现象*

*V")?a

2

作抗凝剂时会使血

小板形态发生变化*其外膜形成的微小管游离端向外伸展#从

而在血小板周围形成丝状伪足*数个这样的伪足相互缠绕#形

成
/("

可逆性聚集体#此时$

$

5&I<>

%检测
/("

#血小板直方

图尾部抬高或呈锯齿状#结果偏低(

%

)

*但是随着时间延长#

*V")

使
/("

变形#可逆性聚集体破散#此时$

$

%

2F

内%充分

混匀标本后再检测
/("

就可以避免血小板假性减少(

'

)

*

综上所述#必须加强血细胞分析仪的质量控制和日常维

护#规范血液标本的采集'运送'仪器操作'结果分析等步骤#当

/("

$

:#h$&

'

"

(

时#一定要认真分析血小板参数'直方图和

其他检验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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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灭菌效果监测方法改进

付千钧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检验医学部
!

959&2&

#

!!

摘
!

要#目的
!

对
P)bP+-?2&&&

内镜灭菌效果的监测结果进行分析!并探讨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方法
!

比较生物指示芽

孢监测管$器械无菌试验管两管法和生物指示芽孢$芽孢菌片无菌试验管$器械无菌试验管三管法对灭菌效果的监测%结果
!

两

管法对
P)bP+-?2&&&

内镜灭菌效果的监测阳性结果重复试验结果不理想!而三管法中芽孢菌片无菌试验管的重复性为
$&&4

%

结论
!

通过对原内镜灭菌器监测方法添加一个芽孢菌片无菌试验管能更好地对
P)bP+-?2&&&

内镜灭菌器的灭菌效果进行监

测!避免了原监测方法对二次污染的漏检!有效地防止了医院感染概率的发生%

关键词#方法&

!

内窥镜&

!

灭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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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35?9$5&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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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内镜作为一种准确'有效的介入性检查'治疗手段在

各类微创手术中的大量应用#内镜的消毒灭菌效果的监测也越

来越受到临床的重视*广州汇日
P)bP+-?2&&&

高效医用内

镜灭菌器以其灭菌时间短'无残留灭菌剂'并能有效杀灭细菌

芽孢等优点#已经广泛应用于内镜的灭菌工作*现对该内镜灭

菌器的灭菌效果进行监测#总结了一套较完整的灭菌效果的监

测方法并进行了改进#介绍如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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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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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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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至
2&&'

年
:

月每个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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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镜灭菌器进行生物监测和内镜器械的腔面采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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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其中监测方法改进前共
5$

次$

2&&#

年
3

月至
2&&%

年
$

月%#监测方法改进后共
25

次$

2&&%

年
2

月至
2&&'

年
$2

月%*

D6E

!

方法

D6E6D

!

灭菌器灭菌效果监测
!

监测方法改进前#在严格的无

菌操作下进行生物检测采样程序#打开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

的菌片包#用专用菌片钳夹住菌片#放在专用灭菌器处理容器

中进行灭菌处理*完成灭菌器灭菌处理一个周期后#打开灭菌

器盖#戴上无菌手套#小心打开溴甲酚紫蛋白胨水培养基试管#

酒精灯烧灼瓶口后#将菌片钳上的菌片放进无菌试管中#再次

酒精灯烧灼瓶口和瓶盖内口后盖上盖子#置
53Y

培养
9%F

发

出报告*监测方法改进后#用专用菌片钳取两片菌片#在专用

灭菌器处理容器中灭菌处理后*一片置溴甲酚紫蛋白胨水培

养基
53Y

培养
9%F

#另一片置含中和剂硫代硫酸钠的营养肉

汤
53Y

培养
3N

*

D6E6E

!

内镜器械管腔灭菌效果监测
!

在进行生物监测采样

时#对同时灭菌的内镜进行监测#监测采样部位为内镜的内腔

面*用无菌注射器抽取
$&I(

含中和剂硫代硫酸钠的营养肉

汤#从待检内镜器械管腔入口注入#用
$#I(

无菌试管从管腔

出口收集#置
53Y

培养
3N

*

D6E6F

!

结果判断
!

接种的溴甲酚紫蛋白胨水培养基不变色#

判为阴性#培养基由紫色变为黄色时判为阳性&中和剂硫代硫

酸钠的营养肉汤透明无变化为阴性#肉汤变浑浊为阳性*

E

!

结
!!

果

所有的阳性样管经鉴定为革兰阳性球菌和革兰阴性杆菌#

无革兰阳性芽孢杆菌生长*改良前内镜管腔和改良后内镜管

腔的阳性率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69#

%#而改良

后内镜管腔与菌片管阳性率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g&6&9

%#并且菌片管的阳性管中均包含内镜管腔的阳性管#见

表
$

*

表
$

!!

改良前"后细菌学阳性检出率监测结果$

4

%

改良前

芽孢生物监测 内镜管腔

改良后

芽孢生物监测 内镜管腔
菌片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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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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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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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日
P)bP+-?2&&&

灭菌器整个灭菌周期有加热'灭菌'

清洗
&

'清洗
'

'管道吸水'工作完成等
:

个步骤*汇日
P)b?

P+-?2&&&

灭菌器特别设计内置微电脑恒温保持
9#

%

##Y

的

电热水器#确保灭菌在恒温下及时制备#有效解决灭菌共效问

题#同时使灭菌液体呈动态方式流动#确保灭菌剂与管腔内外

表面充分接触至指定时间完成灭菌#无灭菌盲点#灭菌彻底*

其自带无菌水发生器#它通过
5

次逐层过滤和紫外线处理后#

确保进入灭菌器的水为无菌水*灭菌过程自动监控#自动灭

菌#灭菌完成后还经过
2

次无菌水冲洗#确保无菌清洁与无化

学残留*还特别设计抽干功能#使器械中管道大部分水被抽

干(

2

)

*其灭菌时间短且灭菌无菌水冲洗全过程不超过
5&I<>

#

能提高精密'昂贵医疗器械的使用#满足连台手术的需要*它

采用的灭菌剂#无毒且整个过程以全封闭式进行#符合环保要

求#对人体无害*在标准灭菌循环处理后#无任何化学残留物

在器械上#采用
9#

%

##Y

低温灭菌#对器械和镜头无腐蚀作

用#不会损害精密仪器设备(

5

)

*

从表
$

可以看到改良前'后生物监测的结果均为阴性#所

有阳性样管均未见芽孢杆菌生长#说明内镜的整个过程中#灭

菌步骤还是达到了效果#而生物监测只是用已知芽孢监测灭菌

的效果#生物监测的培养方法和时间是专门用来针对芽孢#对

于灭菌后的步骤的监测则要通过对腔镜的管腔内取样后进行

无菌试验培养*表
$

显示改良前'后均有阳性监测结果#说明

在内镜灭菌步骤后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细菌污染#为了更好地对

内镜的灭菌效果进行监测#针对这种情况增加了一个芽孢菌片

细菌无菌试验管#可以将菌片固定于内镜灭菌器中的任何一个

位置#参与到内镜的整个灭菌清洗过程中*芽孢菌片由滤纸制

成#具有较强的吸水性和滤水能力#在自制的无菌水对器械的

清洗过程中#由于水在灭菌器内的循环过程中#不断地经过菌

片过滤和吸附#清洗水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尽可能多地吸附在

菌片上#增加阳性检出率*通过改进后所加的菌片管的阳性检

出率$

2$634

%远远高于内镜管腔$

%634

%就证明了这一点#同

时#菌片管的阳性管包含了内镜管腔的所有阳性#两种方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是否可以用菌片管完全代替内镜管腔还有待

增加样本量作进一步研究*

由于腔镜器械做工精细复杂#对器械管腔进行无菌监测

时#由于采样人的采样部位和采样方法的局限等原因#监测总

是达不到满意的效果#还有可能在取样过程中被空气中的细菌

污染而找不到污染原因*本组对
P)bP+-?2&&&

的灭菌效果

的监测进行了改进#加强了内镜整个灭菌过程的监测#特别是

对内镜灭菌过程中的清洗过程的监测*有研究表明(

9

)

#为了保

证精密仪器上无化学残留而进行的清洗等过程对内镜的灭菌

效果有很大影响*

因此#坚持常规性和针对性的灭菌及监测可以提高医院感

染防控水平#并及时发现问题且及时整改#有效预防'控制医院

感染的发生和传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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