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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变化对献血者
;]/

初筛结果的影响

周松伟!李
"

杰!周
"

亮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医院血库
"

11"9##

$

""

摘
"

要"目的
"

对献血者做合理的&选择性
;]/

初筛以降低血液报废率和血液采集成本%方法
"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献

血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结果
"

1#$#

年季节性初筛后
;]/

检测不合格率下降至
$3++b

%结论
"

季节性初筛
;]/

能有

效降地低血液的报废率%

关键词"丙氨酸转氨酶'

"

季节'

"

献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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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单项不合格是造成血站血液报

废的主要原因$在各项检测项目中不合格率由高至低为
;]/

$

,27;

M$

抗
:,)U

$

抗
:/W

$

抗
:,(U

'

$

(

%)引起
;]/

异常

升高的因素较多#除肝脏疾病*心血管疾病等病理性因素外#还

有诸多要素会导致
;]/

升高)如!献血前饮食不当*睡眠不

足*服用药物*体质量超标*生活习惯不良等)如何降低因

;]/

升高导致的血液报废率#巩固无偿献血者队伍#又保证血

液安全是采供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有文献报道季节温度的

变化与
;]/

变化存在相关性#不同季节$月份%温度的变化#

可对
;]/

升高产生一定的影响#在
"

"

4

月温度高的季节中对

无偿献血者
;]/

偏高要进行综合分析考虑
3

也要考虑气温对

人的影响'

1

(

)作者对
1##%

"

1#$#

年兴化地区
;]/

检测结果

不合格献血者的分布进行分析#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外#发

现本地区献血者的
;]/

值受气温影响很大#这种情况在夏季

尤为明显#并于
1#$#

年依据此结果对献血者献血前进行
;]/

季节性初筛#以探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A

"

资料与方法

A3A

"

一般资料
"

本地区自愿无偿献血者
1##%

年
!#!#

人#检

测后不合格总数
14"

人#其中
;]/

不合格
$9"

人&

1##4

年
!

$$+

人#检测后不合格总数
+$+

人#其中
;]/

不合格
$%9

人&

1#$#

年
!+$'

人#检测后不合格总数
$91

人#其中
;]/

不合格

%'

人)

A3B

"

仪器与试剂
"

;0;]S/V),:!"%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上

海安泰%&

/e]:'

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

试剂盒

$威特曼生物科技公司%)

A3C

"

方法
"

仪器对低*中*高
+

个质控品进行测定#结果均在

控的条件下#按照仪器的操作规程#于
$%

"

1"g

室温下对标本

进行检测)

A3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简明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组间结果比

较采用
%

1 检验#以
B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3A

"

献血者
;]/

单项检测的一般情况
"

1##%

"

1##4

年没有

对献血者进行
;]/

季节性初筛#在
1#$#

年
"

"

$#

月对献血者

现场进行
;]/

初筛)

B3B

"

;]/

检测不合格献血者月度分布情况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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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年
;]/

检测不合格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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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月度分布情况

月份

1##%

年

献血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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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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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

献血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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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率$

b

%

1#$#

年

献血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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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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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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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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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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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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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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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

"

$#

月与
$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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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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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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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
"

"

$#

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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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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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

$1

月比较#

B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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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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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与

1##%

*

1##4

年不合格率比较#

B

%

#3#$

)

C

"

讨
""

论

1##%

"

1#$#

年本地区献血后
;]/

检测不合格占不合格

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43+b

*

"439b

和
'%3%b

)尽管献血前加

强对献血者的征询#排除一些可能造成
;]/

升高的因素#但

;]/

单项不合格仍是本地区血液报废的主要原因#而每年
"

"

$#

月
;]/

单项不合格数较其他时间段又明显增多)进行

季节性初筛后#

1#$#

年
"

"

$#

月#

;]/

检测不合格总数比

1##%

*

1##4

年相同时间段明显下降许多#这也是
1#$#

年血液

报废总数下降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本地区季节性初筛
;]/

能有效降低血液的报废率)

本地区四季分明#夏季气温较高#除了献血者睡眠不足易

处于疲劳状态#部分献血者喜饮酒#对
;]/

的检测结果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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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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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外#也和夏季街头献血屋和采血车采血#环境温度较冬春

季节偏高#导致离体的血细胞糖酵解代谢加强#产生酮体过多#

造成
;]/

升高有关'

+

(

)长期以来献血者
;]/

检测不合格率

居高不下#占采血后检测不合格的
"#b

以上)实际工作中作

者在本地区有目标*有针对性地季节性初筛
;]/

#能大大降低

采血后
;]/

不合格率#提高血液采集效率#避免不合格血的

采集#从而节约采集及检验成本)因此#作者认为对献血者做

合理的选择性
;]/

初筛#才能真正体现成本效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作者建议在实际工作中!$

$

%对献血者现场进行

;]/

初筛&$

1

%建立适合本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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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值范围及筛查办

法$如日本将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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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临界值提高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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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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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体质量指数确定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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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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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查发现#自

愿无偿献血者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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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检测阴性*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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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升高

的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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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肥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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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无偿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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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率明显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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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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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测替

代湿生化方法#简化检测过程#节约检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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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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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支

固定的自愿无偿献血者队伍#尽量从低危人群中采集相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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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

;ZW

$&癌胚抗原"

)V;

$&糖类抗原
$44

"

);:$44

$&糖类抗原
$1"

"

);$1"

$联合检测

对肝癌&肝硬化诊断的临床价值%方法
"

抽取
+9

例肝癌&

'#

例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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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对照者血清!利用罗氏
C!#$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

仪进行
;ZW

&

)V;

&

);:$44

&

);$1"

的联合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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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癌患者血清
;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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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44

&

);$1"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组"

:

分别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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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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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

B

%

#3#"

$!阳性率分别为
"43'b

!

+93%b

!

'"34b

!

'13+b

!联合检测
;ZW

&

)V;

&

);:$44

&

);$1"

诊断肝癌阳性率为
9%3+b

'肝硬化患者的阳性率分别为
+13"b

!

+#3#b

!

'13"b

!

913"b

!肝硬化患者血清
);$1"

水平明

显高于肝癌患者及健康对照组!阳性率分别为
913"b

!

'13+b

!

13"b

%结论
"

;ZW

&

)V;

&

);$44

&

);$1"

联合检测可提高肝癌的

阳性诊断率'

);$1"

对诊断肝硬化较肝癌敏感性高!对鉴别诊断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肝肿瘤'

"

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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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胎蛋白'

"

癌胚抗原'

"

糖类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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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是指在肿瘤发生和增殖过程中#由肿瘤细胞合

成*释放#或者是宿主对肿瘤反应产生的一类生化物质)在血

液*体液及组织中肿瘤标志物的定量或定性检测可以作为肿瘤

筛查*鉴别诊断*治疗后病情监测及预后判断的标志与依据)

成人甲胎蛋白$

;ZW

%由肝脏产生#是原发性肝癌的重要标志

物#但单一测定不能全面地反映病情的发展状况#与癌胚抗原

$

)V;

%*糖类抗原
$44

$

);:$44

%*糖类抗原
$1"

$

);$1"

%联合检

测#大大提高了检测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有助于肝癌与肝硬化

的诊断和鉴别)本实验通过
;ZW

*

)V;

*

);:$44

*

);$1"

的联

合检测#探讨其对肝癌肝硬化的临床诊断价值及鉴别意义)

A

"

资料与方法

A3A

"

一般资料
"

本院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经临床手术

病理检查确诊的肝癌患者共
+9

例#其中合并肝腹水患者
9

例)

年龄
14

"

91

岁#其中#男
$4

例#女
$%

例为肝癌组&经生化*影

像*病理诊断的肝硬化患者
'#

例#其中合并肝腹水患者
$4

例)

年龄
+$

"

99

岁#其中#男
1$

例#女
$4

例为肝硬化组&健康体检

人员
'#

例#年龄
+"

"

9"

岁#男
1'

例#女
$!

例#体检结果均正

常#排除患有肝脏类疾病)

A3B

"

仪器与试剂
"

肿瘤标志物
;ZW

*

)V;

*

);:$44

和
);$1"

的检测#均采用罗氏
C!#$

电化学发光检测系统及原装试剂#试

剂均在有效期内#经定标通过#质控结果良好)仪器运行状态

稳定)以上人员联合检测
;ZW

*

)V;

*

);:$44

和
);$1"

浓度

水平#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进行)

A3C

"

检测方法
"

晨起空腹抽静脉血
+?]

至生化促凝管内#

以
%>?

离心半径#

+###B

"

?68

#离心
$#?68

后#取血清直接上

机检测)

A3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WRR$+3#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B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4$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1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D\]AN.C&

!

;H

M

H7D1#$1

!

U=I3++

!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