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能被严重抑制#导致机体的免疫监视功能低下#病毒等微生

物包括致癌病毒感染机会增加#肿瘤及恶性血液病的发生率大

大增加(

'

)

*经常处于免疫缺陷状态的肾移植患者容易并发感

染#如病例
"

和病例
$

都有肺部和胃肠感染的病史#本院
%

例

患者都有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的病历记录#因此#抗生素长期'

大量地滥用可能也是造成肾移植后肿瘤和白血病发生的原因

之一#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肾移植后并发恶性血液病严重影响了肾移植患者的长期

存活和生活质量*所以患者在用药的同时#密切观察血象变

化#尤其是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能够避免药物

引起的骨髓抑制#避免患者死于由白细胞和血小板减低引起的

严重感染和出血*本院
%

例及文献资料表明#该类患者在临床

上大多都有发热和出血等症状#全血细胞分析检查有贫血'白

细胞计数升高或减低'血涂片镜检可发现三系减低或原始幼稚

细胞等特征#所以能够及时发现肾移植后血液病并发症并尽早

治疗#延长患者的存活期*当然#肾移植患者在免疫抑制剂使

用的同时恢复'重建机体正常免疫功能也是临床上面临的一个

亟待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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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手术前五种感染性指标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蔡文美!罗媛烨!罗雪平!邱黎霞!郭满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八医院检验科!浙江湖州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患者手术前传染病感染状况!避免和预防患者医院感染&医务人员职业感染及医疗纠纷'方法
"

用

LN/[+

法对
!*5%)

例手术患者进行抗梅毒"

,M

%抗体&抗丙型肝炎病毒"

Q-O

%抗体&抗庚型肝炎病毒"

Q]O

%抗体和抗
Q/O

抗体

检测!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患者的乙肝表面抗原"

QY2+

:

%'结果
"

!*5%)

例被检对象中!

QY2+

:

&抗
,M

抗体&抗
Q-O

抗体&抗

Q]O

抗体和抗
Q/O

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
(&%*Z

"

!%)5

(

!*5%)

%&

!&%)Z

"

"*5

(

!*5%)

%&

)&##Z

"

''

(

!*5%)

%&

)&)'Z

"

!"

(

!*5%)

%

和
)&)$Z

"

(

(

!*5%)

%'老年组
QY2+

:

&抗
,M

抗体及抗
Q-O

抗体阳性率均高于非老年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

论
"

手术前对患者进行感染性指标检测!有利于医患双方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关键词"梅毒$

"

肝炎病毒!丙型$

"

肝炎病毒!庚型$

"

Q/O

$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电化学发光法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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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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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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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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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肝炎'梅毒'丙型肝炎'庚型肝炎和艾滋病主要通过血

液'性接触等方式传播#一些医疗行为如手术'穿刺'输血等也

会引起院内感染#对患者术前进行常规传染病因子的检测可以

了解患者的感染状况及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4"

)

*笔者采用

电化学发光法及
LN/[+

法对
!*5%)

例手术患者进行了乙肝

表面抗原$

QY2+

:

&'抗梅毒$

,M

&抗体'抗丙型肝炎病毒

$

Q-O

&抗体'抗庚型肝炎病毒$

Q]O

&抗体和抗
Q/O

抗体五项

指标的检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为本院
"))5

年
!)

月至
")!)

年
!"

月各类急

诊及择期手术患者#共
!*5%)

例#其中
')

岁以上的患者为老

年组#共
#*5)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5

岁*

')

岁以下的患者为非老年组#共
!%5()

例#

男性
*'%"

例#女性
'"!5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术

前用一次性真空管抽取患者静脉血
$DN

#分离血清备检*

?&@

"

方法
"

QY2+

:

采用罗氏
8$!!

发光仪检测#试剂由罗氏

公司提供$电化学发光法&*抗
,M

抗体试剂盒购于珠海丽珠

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抗
Q]O

抗体试剂盒购于上海华泰生物工

程实业有限公司#抗
Q-O

抗体和抗
Q/O

抗体的试剂盒购于

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酶标仪为
.G@912J;3.J#

$

LN/[+

法&*抗
Q/O

抗体阳性标本送上级有关部门确证*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M[[!)&)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阳性率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5%)

例手术患者的
QY2+

:

'抗
,M

抗体'抗
Q-O

抗体'

抗
Q]O

抗体和抗
Q/O

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
(&%*Z

$

!%)5

"

!*5%)

&'

!&%)Z

$

"*5

"

!*5%)

&'

)&##Z

$

''

"

!*5%)

&'

)&)'Z

$

!"

"

!*5%)

&和
)&)$Z

$

(

"

!*5%)

&*老年组患者以上五项指标

的阳性率分别为
*&!*Z

$

#''

"

#*5)

&'

"&#!Z

$

*"

"

#*5)

&'

)&'5Z

$

"(

"

#*5)

&'

)&)(Z

$

#

"

#*5)

&'

)&)%Z

$

"

"

#*5)

&#非老

年组分别为
(&!*Z

$

!!$"

"

!%5()

&'

!&"*Z

$

")'

"

!%5()

&'

)&"%Z

$

#*

"

!%5()

&'

)&)'Z

$

*

"

!%5()

&'

)&)#Z

$

%

"

!%5()

&*

老年组
QY2+

:

'抗
,M

抗体'抗
Q-O

抗体阳性率均高于非老

年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A

"

讨
""

论

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庚型肝炎'梅毒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相似#主要包括!经血液传播%性接触传播%母婴垂直传播等三

+

5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9PN;=.8E

!

PG38")!"

!

O6@&##

!

K6&!!



种途径*同时#这些疾病的感染率还与当地的经济'卫生水平'

生活条件以及社会开放程度等许多因素有关(

!

#

#

)

*本研究结

果发现#

!*5%)

例手术患者中#

QY2+

:

阳性率为
(&%*Z

#稍低

于全国
!)Z

的平均水平*

''

例抗
Q-O

抗体阳性#表明这些

人现感染或曾经感染过丙型肝炎*抗
,M

抗体阳性的
"*5

例

患者中#一部分患过梅毒#另一部分则未患过梅毒#而是由其他

疾病产生的交叉抗体而致抗
,M

抗体阳性*中国各地
Q]O

的

感染率差别很大#其在性工作者及性病患者中的感染率可高达

$!&$*Z

#性传播可能是
Q]O

很重要的传播途径(

#4$

)

#本地

Q]O

感染率很低#仅为
)&)'Z

*

老年组
QY2+

:

'抗
,M

抗体及抗
Q-O

抗体阳性率均高于

非老年组$

&

'

)&)!

&#由此可见#老年人
QYO

'

Q-O

的感染情

况不容忽视*由于老年患者所患的基础疾病可致抗
,M

抗体

阳性#因此老年患者中存在较高的抗
,M

抗体假阳性(

%

)

#但是

不能因此忽略了老年人梅毒感染(

'45

)

*

手术患者中#五种感染性指标都有一定的阳性检出率#手

术前对患者进行感染性指标检测#对于避免和预防患者医院感

染'医务人员职业感染及不必要的医疗纠纷都具有一定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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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乳对三种不同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干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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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检验科!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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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脂肪乳对
-T!())

&

[̀4)))1

&

+TO/+!")

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的影响'方法
"

定量加入不同量的

")Z

外源性脂肪乳!制备成
)&))Z

&

)&%5Z

&

!&!%Z

&

!&(#Z

&

"&#!Z

&

"&55Z

&

#&$'Z

&

$&)$Z

&

$&'"Z

脂肪乳浓度的标本!观测其对

三个型号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的影响'结果
"

脂肪乳对
-T!())

的
KLa,Z

&

Ne.Z

&

./TZ

均有干扰!且干扰程度与脂肪

乳浓度有较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

%分别为
h)&*55

&

)&*5$

&

)&*"(

"

&

值均为
)&)))

%$对
[̀4!)))1

的
KLa,Z

&

Ne.Z

&

.SKSZ

有干扰!

KLa,Z

&

Ne.Z

的干扰程度与脂肪乳浓度具有相关性!

=

分别为
)&*'$

&

h)&*'$

"

&

值均为
)&)))

%$对
+TO/+

!")

的
Ne.Z

&

.SKSZ

&

LS[Z

分别在某些浓度有干扰!

Ne.Z

&

.SKSZ

的干扰程度与脂肪乳浓度具有相关性!

=

分别为

h)&55(

&

)&5(5

"

&

值分别为
)&))!

&

)&))"

%'结论
"

脂肪乳对这三个型号血细胞分析仪的白细胞分类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干扰!且

部分项目与脂肪乳剂量具有相关性!应予以重视'

关键词"脂肪乳$

"

血细胞分析仪$

"

白细胞分类$

"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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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技术在最近十年得到了飞速发展*先进的检

测设备虽然能够帮助实验室人员快速完成大量常规标本的检

测#但血液分析仪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干扰因素#如用于肠

外营养的脂肪乳#已被报道会对血液分析仪产生干扰(

!4%

)

#但目

前尚无关于脂肪乳浓度对白细胞分类干扰的相关性以及脂肪

乳对不同原理血细胞分析仪干扰程度的研究*本文参照美国

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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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4+

文件及相关文

献(

'

)

#就这方面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
LT,+4d

"

抗凝真空管采集
!

名健康成人

空腹静脉血
#%

支#每支
"DN

#作为试验标本*

?&@

"

仪器与试剂
"

+==699-T!())

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T

!())

&'

[

C

2D8I [̀4!)))1

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4!)))1

&'

[/L4

.LK[+TO/+!")

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TO/+!")

&#均采用

原装配套试剂和原装质控物*脂肪乳为购自华瑞制药有限公

司的英脱利匹特脂肪乳注射液$

-

!$4"$

&#规格!

")Z

#

"%)DN

%批

号!

5)YL)(!

%每瓶含大豆油
%)

:

#卵磷脂
#&)

:

#甘油
%&%

:

*

?&A

"

方法

?&A&?

"

脂肪乳血标本的制备
"

按照
LM(4+

文件要求!干扰物

最高浓度为在常规用药剂量下
%N

内分布浓度的至少
#

倍#如

果使用
")Z

脂肪乳
%))DN

#则
!DN

血液应加
#))

!

N")Z

脂

肪乳$即最终脂肪乳浓度为
$&'"Z

&*将采集的
!%

支静脉血

标本以
#)))?

"

D13

离心
!)D13

#取血浆备用*其余
")

支静脉

血标本混匀#取
!'DN

混匀的静脉血加入
$&5DN

血浆混匀#

为不含脂肪乳的对照标本#记为
)

号标本%取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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