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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血治疗前对患者进行血液传染性指标的检测!有利于避免医疗纠

纷!也有利于加强医护人员的自我防护!避免医源性污染%

关键词"输血#

"

传染性指标#

"

肝炎表面抗原!乙型#

"

梅毒#

"

a64

!"#

!

',)(CFC

"

K

)3990)'FA($@'(,)%,'%),F),,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FA($@'(,

"

%,'%

$

,F$,F*%$,%

B&/.-(/+5+-

6

/,/)%>-))7,5%&'(,)./,57,'+()4/,5%AAAC

8

+(,&5(/>&%)4&>-))7(4+5/%./,)5

2*+L"#4#*#

#

A("#1&#

$

#

A("#J*

<

0#

#

!(020"(0*

#

I0#M"&

#

I0#2*#

$

#

$

B"

G

*;9/"#9+

3

F;*#8

3

08&+#

#

9("CA9(.+8

G

&9*@+

3

D1K

#

50P(+0%&*#

$

80%%',,@

#

A(&#*

&

=>/(4+'(

!

">

?

&'(,@&

"

7>O0Q1;9:M0Q:E1

R

>93:3L1;M:1>N<=>>Q30N1I:3>O930Q3IM:>;9

#

30I=OQ30

?

E1

R

M:3:39-L3;O99O;NMI1M0:3

?

10

$

a-9/

?

&#

M0:3$E1

R

M:3:39!L3;O9M0:3<>Q

H

$

M0:3$a!4

&#

M0:3$EOPM03PPO0>Q1N3I310I

H

L3;O9M0:3<>Q

H

$

M0:3$a64

&

M0QM0:3$7;1

R

>01PM

R

M==3QOPM0:3<>Q

H

$

M0:3$7V

&#

30

R

M:310:9<1N>;1<=>>Q:;M09NO93>0)A&(9)7/

"

G1;OP9MP

R

=19N>;P%AAAC

R

M:310:9

#

;1I13L30

?

<=>>Q

:;M09NO93>030:E39E>9

R

3:M=QO;30

?

%,,+M0Q%,,C

#

S1;1Q1:1I:1QN>;a-9/

?

#

M0:3$a!4

#

M0:3$a64M0QM0:3$7V<

H

10X

H

P1=30T1Q3P$

PO0>9>;<10:M99M

H

)V>93:3L19MP

R

=19S1;1I>0N3;P1QN>;a-9/

?

M0QM0:3$a!4<

H

N=O>;19I10I1

c

OM0:3:M:3L1

R

>=

H

P1;M91IEM30;1MI$

:3>0

#

N>;M0:3$7V<

H

7;1

R

>01PM

R

M==3QOP

R

M;:3I=1M

??

=O:30M:3>0

$

7VV/

&

:19:

#

M0QM0:3$a64

R

>93:3L19MP

R

=19S1;1I>0N3;P1Q<

H

!>0$

N3;PM:3>0\M<>;M:>;

H

>N/I

c

O3;1Q6PPO01J1N3I310I

H

G

H

0Q;>P1)B&/.-(/

"

7E1I>0N3;P1Q

R

>93:3L1;M:19>Na-9/

?

#

M0:3$a!4

#

M0:3$

a64M0QM0:3$7VS1;1F)++D

$

'C',

"

%AAAC

&#

,)A%D

$

'CC

"

%AAAC

&#

'),@D

$

%C,

"

%AAAC

&

M0Q,),(D

$

+

"

%AAAC

&

)0)5'-./,)5

"

J1$

:1I:3>0>N<=>>Q30N1I:3>O930Q3IM:>;930

R

M:310:9<1N>;1<=>>Q:;M09NO93>0I>O=Q<1E1=

R

NO=N>;ML>3Q30

?

P1Q3IM=PM=

R

;MI:3I1M0Q3M:;>$

?

103II>0:MP30M:3>0

#

M0Q9:;10

?

:E1030

?

:E191=N$

R

;>:1I:3>0>NP1Q3IM=9:MNN9)

C&

6

D)47/

!

<=>>Q:;M09NO93>0

%

"

30N1I:3>O930Q12

%

"

E1

R

M:3:39-9O;NMI1M0:3

?

109

%

"

G

HR

E3=39

%

"

a64

""

血源感染性疾病日益受到广泛重视)掌握并保留患者输

血前及术前实验室检测资料对查询信息*控制院内感染*减少

或杜绝医疗纠纷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现对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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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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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血液传染性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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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最高#说明

不可轻视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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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流行趋势)在部分

a-4

感染人群中#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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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下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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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工作任重而道远#还需加强对易感人群的保护#

提高易感人群的抵抗力)

丙型肝炎病毒$

a!4

&主要由血液或血制品传染#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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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显示&#说明输血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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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惟一途径)除了血液外#

唾液*尿液*汗液和精液亦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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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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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液污染损伤的皮肤或黏膜#其次是母婴传播#再次是

性行为和密切接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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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还应采用灵敏度较高的检测技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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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芯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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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抗原检测法和化学发光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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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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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率*缩短检测,窗口期-#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本研究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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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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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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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来梅毒发病率升高很快#先天性梅毒发病率也有所升高#已成

为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与此同时#梅毒与艾滋病密切相

关#梅毒发病率高#意味着性乱现象严重#为艾滋病的流行提供

了条件)除人为因素可引起梅毒检测假阳性外#非密螺旋体疾

病的病原体和某些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疟疾*斑疹伤寒及

乙型病毒性肝炎等&所致的反应素反应等均可导致假阳性结

果)因此#对抗
$7V

阳性标本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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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确证检测#并

结合患者临床资料对检测结果进行合理分析)

本研究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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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艾滋病是全球性问题#由于不

同国家经济条件*医疗水平*检测能力等存在差异#艾滋病患者

实际例数与统计资料可能存在较大误差)目前在发展中国家

发现的艾滋病患者可能仅仅是实际患者的很少一部分#尚有大

量患者未被发现)国内
a64

感染目前仍局限于特殊人群#如

静脉吸毒者*性滥者等)在/献血法0实施前#部分地区的采供

血机构管理混乱#导致
a64

在少数地区流行)

a64

感染早期

症状不典型#患者常因消化道*肺部真菌#假单胞菌感染#巨细

胞病毒感染#病毒性肝炎或皮损等于不同临床科室就诊#多重

或多部位机会性感染则常见于已发病的
a64

感染患者)若患

者在输血后才发现
a64

感染#极易导致医疗纠纷)因此#临床

应提高对
a64

感染的警惕性#避免出现误诊或漏检现象)输

血治疗是重要的临床治疗措施之一#是临床抢救危重患者的有

效手段#但输血存在一定风险#有可能导致血液传染性疾病)

虽然卫生部对血液制品检测进行了严格规定#但是输血的风险

性仍不可低估)因此#在输血治疗前对患者进行血液传染性指

标检测意义重大#既有利于明确医患责任#避免医疗纠纷#也有

利于及时发现已感染的患者#便于医护人员在诊治过程中对患

者采取针对性的消毒*隔离措施#加强自我防护和合理处置医

疗器械与污染物#避免医源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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