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P

)

&

临床检验杂志#

"))%

#

"#

$

$

&!

"*'4"*(&

(

!#

)

YG>><8?1]

#

,6?><16M

#

V8??1

:

36T&M@;2D;@878@26AT4E1D8?13

@G3

:

>;?>136D;

!

>@131>;@;3E

B

?6

:

36291>21

:

31A1>;3>8

(

P

)

&-;3>8?

#

"))#

#

*(

$

!"

&!

#)$$4#)%"&

(

!$

)刘晓宇#刘运秋
&

急性肺动脉栓塞患者血浆中
T4

二聚体水平与死

亡率的相关性分析(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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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无偿献血者
+YS

血型初筛鉴定错误原因分析及对策

彭冬菊!田
"

方!项
"

渊

"湖北省十堰市中心血站
"

$$")))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该站无偿献血者标本中
+YS

血型初筛鉴定错误原因分析!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保证血液安全'方法

"

+YS

血型初筛血型鉴定采用纸片法!使用抗
4+

&抗
4Y

血型定型试剂与献血者末梢血做正定型!按照有无凝集判定结果'

+YS

血型复检采用梯形微板法做正反定型!在
M6281E6G

数字血型仪上判读结果'结果
"

(("")

份标本中血型初筛鉴定错误的
''

份!

+

&

Y

&

S

&

+Y

各型均存在鉴定错误的现象'错误原因以工作人员操作不当&登录错误&标志错误为主'结论
"

血站应从加强工作

人员责任心!加大培训考核力度!提高工作人员技术水平!改善采血环境等方面预防血型初筛鉴定错误'

关键词"

+YS

血型$

"

血型鉴定$

"

正反定型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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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4$!#)

"

")!"

%

!!4!#(#4)"

""

血型鉴定是无偿献血者血液检测的必检项目之一#正确的

血型鉴定是保证血液安全的关键(

!

)

*本站的血型鉴定流程为!

初筛血型鉴定由体采科和机采科工作人员在采血现场用纸片

法做正定型#留取与血袋同源的试管标本在检验科用梯形微板

法做正反定型*现将本站
")!)

"

")!!

年的血型鉴定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探讨
+YS

血型初筛鉴定错误的原因#并提出相应

的改进措施#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

")!!

年本站无偿献血标本
(("")

份*

?&@

"

仪器与试剂
"

血型定型卡及抗
4+

'抗
4Y

血型定型试剂

$单克隆抗体&#由长春博德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Z

的

+

'

Y

'

S

型红细胞#本站检验科自配的新鲜红细胞#使用前确

认*瑞士
Q+./N,SK

公司
.1>?6@;=29;?

全自动酶免前加样

系统%深圳爱康电子有限公司
M6281E6G

数字血型仪%新康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d̀*'

型微量振荡器*

?&A

"

方法
"

+YS

血型初筛血型鉴定采用纸片法#使用抗
4+

'

抗
4Y

血型定型试剂与献血者末梢血做正定型#按照有无凝集

判定结果#不做反定型(

"

)

*

+YS

血型复检采用梯形微板法做

正'反定型#加样时采用
.1>?6@;=29;?

全自动酶免前加样系统#

加样结束后振荡混匀
%2

#静置
!<

后#用
M6281E6G

数字血型仪

判读结果*对
+YS

血型正'反定型结果不符'结果可疑的标

本#采用试管法重新实验#必要时应用吸收放散实验进行血型

鉴定(

#

)

*

@

"

结
""

果

@&?

"

(("")

份标本中#血型初筛鉴定错误的
''

份#错误率为

)&)5%Z

#

+

'

Y

'

S

'

+Y

各型均存在鉴定错误的现象#各型鉴定

错误分布情况见表
!

*

@&@

"

对
''

份血型初筛鉴定错误的标本进行错误原因统计#发

现主要有
'

类原因导致血型初筛鉴定错误#分别为!电脑录入

错误$

#

份标本#占
$&'Z

&#亚型错误$

%

份标本#占
(&'Z

&#工

作人员操作错误$

$!

份标本#占
'"&!Z

&#试管标志错误$

"

份

标本#占
#&)Z

&#工作人员培训不到位$

$

份标本#占
'&!Z

&#

试剂储存过程中效价降低$

!!

份标本#占
!'&'Z

&

(

$

)

*

表
!

""

(("")

份标本初筛血型错误分布#

%

$

Z

%&

正确血型
初筛血型

+ Y 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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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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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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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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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本研究共调查了
(("")

份无偿献血标本#发现初筛血型

错误
''

份#错误率为
)&)5%Z

#其中正反定型实验相符
'!

份#

不符
%

份*发生血型初筛鉴定错误的
''

份标本中#仅
%

份标

本是由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错误#人为因素占大多数*虽然献

血前血型鉴定错误#经梯形微板法正反定型和亚型鉴定后均得

以纠正#没有对临床输血造成重大影响#但血型鉴定错误造成

了血型标签和试剂浪费#增加了采血工作成本#加重了实验室

工作量#而且可能引起献血者认知上的错误印象#影响无偿献

血工作的开展(

%

)

*本站基于以上分析制定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

!

&加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教育#防止电脑录入血型错误'试管

标志错误*$

"

&加大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力度#提高工作人员

技术水平#尤其是针对从事血型初筛工作的护理人员#在掌握

血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要求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如试剂与

红细胞反应比例要合适#防止试剂瓶盖未拧紧产生渗漏造成试

剂交叉污染#纸片上滴加试剂时应仔细#避免飞沫溅落在另一

方区域造成交叉污染#反应时间要充分等(

'

)

*新进人员上岗时

要求其每日采血结束时再复查一遍血型#持续两月(

(

)

*$

#

&试

剂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储存温度*本站在每批血型试剂购进时#

均由质管科对标签'容量'外观'效价'亲和力这
%

项内容进行

检测#全部合格后方可入库*

''

份血型初筛鉴定错误的标本

中#有
5

份标本是由于采血车上试剂储存不当#使抗
4Y

血清效

价和亲和力降低#导致
+Y

型被误判为
+

型#事后质管科检测

试剂#发现抗
4Y

血清效价低于
!l'$

#亲和力也未达到要求#因

此建议采血车每日按需要领用试剂#试剂取出后平衡至室温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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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后应及时放回冰箱(

5

)

*$

$

&采血量大时增加工作人

员#合理安排#维持工作秩序#以免干扰操作者*$

%

&改善采血

车工作环境#配备冷暖空调#保持车内温度相对恒定#避免温度

过高或过低对血型鉴定的影响(

*

)

*$

'

&采血车上献血者较多

时#应耐心做好思想工作#安抚献血者情绪#不能缩短实验时

间#做到忙而不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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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比容检测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房颤类型预测中的应用价值

李红娟

"湖北省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5)))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细胞比容"

Q>9

%对心力衰竭"心衰%患者心房颤动"房颤%类型的预测价值'方法
"

对单中心射血分数

小于或等于
%)Z

的心衰合并房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房颤类型分为阵发性房颤组和慢性房颤组!对两组包括
Q>9

在内的

各项临床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慢性房颤组
Q>9

高于阵发性房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多因素
N6

:

1291>

回归

分析显示!

Q>9

是房颤类型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而射血分数"

=Wh)&%*$

%&收缩压"

=Wh)&"(#

%&舒张压"

=Wh)&"!5

%与

Q>9

呈负相关!左房内径"

=W)&#)'

%和体质量指数"

=W)&!)#

%与
Q>9

呈正相关"

&

'

)&)%

%'结论
"

Q>9

可作为监测慢性心衰合并

房颤患者房颤进展的临床指标'

关键词"心力衰竭$

"

心房颤动$

"

血细胞比容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4$!#)

"

")!"

%

!!4!#($4)"

""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作为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轻则影

响生活质量'运动耐量#重则诱发心功能不全'脑梗死及周围血

管栓塞*因此#消除房颤或控制房颤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有研究发现#阵发性房颤患者房颤发作时血细胞比容

$

Q>9

&水平较窦律时明显升高(

"

)

#

Q>9

可能对房颤发展有预测

价值*本文通过总结本院房颤资料#分析
Q>9

对心力衰竭$简

称心衰&合并房颤患者的预测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5

"

")!!

年本院诊断为慢性心衰合并房

颤的患者
(#

例*入选标准!纽约心脏病协会$

KeQ+

&分级至

少或超过
'

级%年龄至少
!5

岁%左室射血分数不超过
%)Z

*

排除标准!近
!"

个月有心肌梗死病史%有心脏开放性手术史%

有先天性心脏病*所有患者均根据标准
!"

导联心电图检查结

果而诊断为房颤#根据房颤类型将患者分为阵发性房颤组$

"#

例&和慢性房颤组$

%)

例&#阵发性房颤和慢性房颤的诊断参照

文献(

#

)*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
Q>9

%超声

多普勒应用
]L

公司生产的
O171E1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和
5N4

\[

探头%心电图应用福田公司
V̀4$)!)

型
!"

导联同步心电图

检查仪%血压测定采用标准水银柱血压计*

?&A

"

方法
"

搜集
(#

例受试对象临床资料#包括患者一般情

况'病史'体格检查情况及
Q>9

'超敏
-

反应蛋白$

<24-\M

&'心

功能及超声形态学检查结果*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M[[!(&)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以
3g0

表示#采用
7

检验#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采用对数转换%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

验%房颤类型与
Q>9

'射血分数'体质量指数等因素的关系采用

多因素
N6

:

1291>

回归分析法%

Q>9

与有关指标的相关性分析采

用直线相关分析法*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房颤类型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见表
!

*

表
!

""

阵发性房颤组和慢性房颤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阵发性房颤组

$

%W"#

&

慢性房颤组

$

%W%)

&

男性(

%

$

Z

&)

!#

$

%'&%"

&

"'

$

%"&))

&

年龄$岁&

'!&#$g!"&$% '#&$"g!$&%(

合并疾病

"

扩心病(

%

$

Z

&)

"

$

5&()

&

!!

$

""&))

&

!

"

风湿性瓣膜性心脏病(

%

$

Z

&)

5

$

#$&(5

&

"#

$

$'&))

&

!

"

冠心病(

%

$

Z

&)

#

$

!#&)$

&

$

$

5&))

&

"

高血压性心脏病(

%

$

Z

&)

!#

$

%'&%"

&

!"

$

"$&))

&

!

"

甲亢(

%

$

Z

&)

!

$

$&#)

&

!)

$

!)&))

&

"

糖尿病(

%

$

Z

&)

%

$

"!&(#

&

'

$

!"&))

&

饮酒史(

%

$

Z

&)

'

$

"'&)*

&

!!

$

""&))

&

""

!

!

&

'

)&)%

#与阵发性房颤组比较*

@&@

"

不同房颤类型患者临床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不同房颤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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