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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桂林市无偿献血者的健康状况%血液不合格原因!探讨血液安全现状!为加强献血者招募的质量控制

提供依据$方法
!

收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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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无偿献血者年龄%性别%献血次数及
#

项传染病指标的检测结果"包括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

原%梅毒螺旋体抗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丙型肝炎病毒抗体#等资料$分析各项指标的阳性率与年龄%性别%献血次数的关

系$结果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的检测男性不合格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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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血液检测结果首次献

血不合格数与
*

次以上献血不合格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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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桂林市无偿献血者
#

项传染病指标检

测不合格率年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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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多次自愿无偿献血者应作为无偿献血的主要招募对象!同时要采用先进的检测手段提高检出

率!确保用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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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桂林市无偿献血者的状况#分析影响血液安全的

原因#为加强献血者招募的质量提供依据#促进无偿献血健康

持续发展#确保临床用血安全'笔者回顾分析了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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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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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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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桂林市无偿献血者资料#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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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传染病指标的检测结果#包括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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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酶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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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指标检测不合格献血者的性别与年龄情况
!

血液

传染病指标检测不合格率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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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合格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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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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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献血者与重复献血者的传染病指标检测不合格率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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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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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以上为重复献血者#首次献血不合格率与重复

献血不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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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指标检测不合格被试的性别与年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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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献血者与重复献血者的传染病指标检测不合格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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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传染病指标检测不合格率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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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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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传染病指标检测不合格率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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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血液途径传播的传染病血清学指标检测结果是无偿献

血血源安全性的重要评价指标#对这些指标的分析#可以了解

献血人群中传染病指标的情况及不同年龄段人群与各项指标

的关联#为无偿献血工作招募安全血源奠定基础#同时也对减

低输血感染#降低采血成本及避免血液浪费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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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统计了血液传染病指标检测结果在不同性别(不同

年龄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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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有不少少数民族人群#男性青壮年的饮酒率较高&另外#这个

年龄段的群体#大多位于职业生涯的高峰期#社交范围广#感染

机会多#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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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性别(年龄均无明显关系#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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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合格率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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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这部分人群处于性活跃期#性接触频繁有关#也说明部分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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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有从吸毒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趋势'梅

毒螺旋体抗体在本次调查中#不合格率男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1$/

%'有文献报道近年来男女差别有缩小的趋势#但男

性梅毒不合格率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不合格率较高

的组为
#/

!#

/+

岁#女性则集中在
,"

!#

#+

岁)

/

*

#这个现象

值得引起注意'在
+-

!#

*$

岁的年龄组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

不合格率最低#这与该年龄段大多为未婚人士或学生有关'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首次献血者比例占全部献血人群的

##1+$U

#其中不合格人数为
"$#/

例#占献血总人数的

+1,#U

'而
*

次以上献血者占全部献血人群的
//10$U

#其中

不合格人数为
+#$"

例#占总献血人数的
$1,+U

'

#

项血液检

测结果首次献血不合格数与
*

次以上献血不合格数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1$/

%#与李执如等)

"

*报道一致#表明输血相关

传染病是导致初次献血者淘汰率较固定献血者高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表明#随着献血次数的增加#

%̂ (;

7

(抗
)%!O

(抗
)%QO

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阳性率均明显降低#这提示从自愿无偿献

血者中发展固定献血者#不仅能解决应急用血#而且有利于提

高血液的合格率#减少血液浪费#确保血液安全'

*$$#

!

*$+,

年
+$

年间桂林市无偿献血者传染病指标检

测不合格率年均为
+1",U

'不合格构成比由高到低依次为!

%̂ (;

7

$

+#10.U

%(梅毒螺旋体抗体$

+,1/$U

%(抗
)%!O

$

"1

++U

%(抗
)%QO

$

,10$U

%'

%̂ (;

7

不合格率
$1",U

#与舟山地

区持平)

.

*

#高于石家庄地区的
$1*/U

)

-

*

'有报道显示#江苏无

偿献血人群.隐匿性/或.窗口期/

%̂ O

感染者较高)

0

*

#这就要

求血液筛查试剂要有很好的检测灵敏度#但是#另一方面灵敏

度的提高会引起假阳性增多#即特异度降低#从而导致血液不

必要的浪费#所以在试剂灵敏度和特异度之间要很好的权衡#

试剂选择首要原则是尽量避免
%̂ (;

7

漏检'另外采血前用

金标试纸快速筛查
%̂ (;

7

淘汰部分不适宜献血的人群#桂林

市从
+00"

年开始逐步在献血点使用金标试纸快速筛查
%̂ )

(;

7

#但由于桂林市的采血范围包括辖区内十二个县#以采血

车的流动采血模式为主#室外采血对金标试纸快速筛查实验所

要求的温度(湿度(时间(标本使用及结果判定等未严格按照试

剂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等多种原因会造成初筛的漏检)

+$

*

#因

广西是国内肝病的高发地区#所以要特别加强采血前应用金标

试纸快速初筛
%̂ (;

7

#尽量减少漏检'相关文献报道一年中

核酸实验室检测出
.$

份
[6QK;

检测为阴性的
%̂ O)WN;

阳

性标本#占这年乙型肝炎检测不合格总数的
+.10U

)

-

*

#必须引

起高度的警惕和足够重视'抗
)%!O

(抗
)%QO

和梅毒螺旋体

抗体检测不合格率稳中有降#对献血者的咨询详细答疑(检测

技术提高及多次献血人数的增加是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因素#

不排除两次献血之间感染的可能#但是前次漏检的可能性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值得关注的是抗
)%QO

阳性问题#虽然只在总

阳性中占
,10$U

#

+$

年间检出率呈波动趋势#已有调查表明我

国
%QO

感染人群正在呈逐年增多的趋势#而且上升势头迅猛#

广西的
%QO

感染途径已经由吸毒为主转变为以性传播为主#

这意味着本地区
%QO

感染已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值

得注意的是有可能部分献血者明知自身有高危传染因素#却隐

瞒事实参加献血#急性
%QO

感染者均存在检测的.窗口期/#现

有的血清学检测方法避免不了对窗口期的漏检问题#将对血液

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咨询人员应适当调整询问的策略

和内容#有针对性地向高危献血者提供艾滋病传染防治知识#

从而控制
%QO

经输血传播)

++

*

'

综上所述#国内无偿献血血液筛查采用的
[6QK;

法比较

成熟#但
[6QK;

法也存在假阳性率较高(窗口期相对较长等缺

点'核酸检测是近几年在国内采供血机构开展的一种更灵敏(

特异度更高的检测方法#可直接检测血液中的病毒核酸#比

[6QK;

窗口期更短#核酸测试技术$

N;<

%方法筛查血液能分

别比抗
)%!O

(抗
)%QO

的
[6QK;

检测的窗口期缩短
.$U

和

/$U

#并能准确地检出
[6QK;

不能检出的隐匿性
%̂ O

感染

$

M̂ Q

%

)

+*

*

'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血液采集的合格率#除了要

选择灵敏度高(特异度好的检测试剂#强化献血知识普及和宣

传#提高血液筛查的质量控制外#开展核酸检测是必然趋势'

桂林市首次无偿献血者的总合格率并不比
*

次以上献血者高#

建立一支稳定的无偿献血队伍对确保血液质量#保证输血安全

非常必要#同时在采血过程中#加强献血者的咨询#及时排除不

合格献血人群#采用先进的
N;<

检测手段和更加高效的试

剂#提高血液传染病指标的检出率#确保用血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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