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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血液中心!辽宁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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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大连市医院输血相容性检测的督导评价!进一步规范检测程序!提高检测水平%方法
!

以现场检查和

发放自制室间质评样本检测方式对大连市
)%

家医院输血科"血库#输血相容性检测能力进行评价%现场检查包括设备$试剂$开

展项目$操作规程和记录
"

个方面&室间质评项目包括
5VX

正$反定型!

WE

"

[

#血型!受血者抗体筛选及交叉配血
"

项%结果
!

督

导评价合格医院
*%

家!不合格
%$

家&仅
#

家医院因未开展抗体筛查项目检测而判为现场检查不合格&二级医院室间质评结果不

合格率最高"

*%,!-

#&正$反定型和
WE

"

[

#定型试验符合率为
#$$,$-

!抗体筛查和交叉配血试验不符合率分别为
/%,$-

$

..,*-

%结论
!

在保证相对固定人员配置同时加强培训提升检测人员鉴别分析能力是目前提高大连市医院输血科"血库#输血相

容性检测能力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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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相容性检测是血液输注前最后一个检测环节#也是保

证安全输血$非传染因素%最为重要的环节#其检测能力直接维

系患者健康与生命安全(

#4%

)

*近年来输血前检测的质量控制在

我国业内备受重视(

!

)

*为了解并提高医院输血科$血库%输血

相容性检测水平#在大连市卫计委医政处要求下
%$$+

年起大

连市输血质量控制中心$以下简称质控中心%组织开展了市医

疗卫生机构输血相容性实验室督导评价工作#取得一定效果*

%$#%

年为促进各实验室检测能力进一步提高#质控中心适当

增加了室间质评样本检测难度#现将督导评价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评价对象
!

大连市
)%

家医疗卫生机构输血科或血库*

?,@

!

方法
!

采用现场检查和发放室间质评样本检测相结合方

式进行评价*现场检查包括仪器设备和试剂配备情况'项目开

展种类'操作规程制定与否'相关记录有无
"

项内容*针对

5VX

正'反定型#

WE

$

[

%血型#受血者抗体筛查和交叉配血
"

项检测#免费随机发放
"

组已知结果质评样本*每组样本均为

!

份#样本编号依次为
%$#%$#

'

%$#%$%

'

%$#%$!

*各参评单位需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检测并回报检测结果#同时需注明采用的检

测方法*

?,A

!

质评样本来源与制备
!

质评样本原料来源于经/献血者

健康检查要求0体检和血液初筛合格的无偿献血者静脉全血包

括红细胞质评样本和血浆质评样本
%

种*质评样本制备参见

文献(

*4)

)*调整质控红细胞和血浆抗体浓度#控制质评样本

反应强度为
h

!

%b

*

?,B

!

评价标准

?,B,?

!

现场检查
!

具备输血相容性检测必备的设备'试剂符

合要求并制定输血相容性相关检测操作规程'相应检测记录无

缺失即为合格#反之任意一项不符合为不合格&

"

项检测有一

项及一项以上未开展者判为不合格*

?,B,@

!

室间质评结果
!

检测结果与预期标准结果完全相符合

者为合格&一个或以上检测结果与预期标准结果不符合者为不

合格*未开展的项目按该项目检测不合格计算*

@

!

结
!!

果

除
#

家一级医院血库未开展抗体筛查项目外#其余
)#

家

现场检查均合格*各单位均配备了必备检测设备#柱凝集$卡

式%法检测使用单位增加至
%+

家#

%

家配有全自动柱凝集$卡

式%血型仪*各医院使用的试剂均符合要求#均制定了相关操

作规程#检测记录无缺失*输血相容性检测室间质评结果及相

关数据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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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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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输血科#血库$输血相容性检测能力评价结果

医院等级
%

现场检查$

%

%

合格 不合格

室间质评$

%

%

合格
不合格

#

个项目
%

个项目

总评(

%

$

-

%)

合格 不合格

三级
%$ %$ $ #. ! $ #.

$

/",$

%

!

$

#",$

%

二级
%) %) $ #" ) " #"

$

".,.

%

##

$

*%,!

%

一级及以下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表
%

!!

室间质评
"

个项目检测结果符合率分析&

%

#

-

$(

%_)%

'

样本编号
5VX

正定型
5VX

反定型
WE

$

[

%定型 抗体筛查" 交叉配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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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家一级医院未开展抗体筛查试验*

表
!

!!

输血相容性检测室间质评异常结果在各级医院中的分布

医院等级
%

抗体筛查单项不符合"

%

同级医院中

构成比$

-

%

参评医院中

构成比$

-

%

交叉配血单项不符合

%

同级医院中

构成比$

-

%

参评医院中

构成比$

-

%

"

三级
%$ ! #",$ *,+ $ $,$ $,$

二级
%) . %),+ ##," + !*,) #*,"

一级及以下
#) # ),% #,) " !#,% /,#

合计
)% ## c #/,$ #* c %%,)

!!

"

!

#

家一级医院未开展抗体筛查试验&

c

!无数据*

表
*

!!

输血相容性检测方法的选择及分布

检测项目

试管法

盐水

三级

医院

二级

医院

一级及以

下医院

凝聚胺

三级

医院

二级

医院

一级及以

下医院

抗球蛋白

三级

医院

二级

医院

一级及以

下医院

柱凝集法$卡式%

三级

医院

二级

医院

一级及以

下医院

5VX

正定型
$ #/ #) c c c c c c %$ / $

5VX

反定型
$ #/ #) c c c c c c %$ / $

WE

$

[

%定型
$ #/ #) c c c c c c %$ / $

抗体筛查"

c c c $ #" #) $ # $ %$ + $

交叉配血
c c c $ #) #) $ # $ %$ + $

!!

"

!

#

家一级医院未开展抗体筛查试验&

c

!无数据*

A

!

讨
!!

论

众所周知#通过室间质量评价可以了解实验室检测能力#

识别实验室出现的问题并制定相应补救措施及监控检测方法

的有效性和可比性(

.4+

)

*但与其他临床检测项目相比#输血相

容性检测项目的室间质评活动起步较晚#直至
%$$/

年国家卫

计委临床检验中心才开启了输血相容性检测的室间质评活动*

虽然至
%$#%

年全国参加该项室间质评的实验室已有
#$#$

家(

#$

)

#但平均下来每个城市也仅有几家参加*大连医院输血

科$血库%参评者也较少*正因为如此#本质控中心组织开展的

本市医院输血相容性检测督导评价工作对促进大连市临床输

血相容性检测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连续
!

年的督导#输血相容性检测工作已相对规范*

现场检查部分仅
#

家一级医院因未开展抗体筛查项目而判为

不合格*该单位也是
%$##

年督导时唯一未开展抗体筛查项目

的单位#其年平均用血量不到
*$$$9L

*试剂使用效率低'检

测成本相对较高是未能开展抗体筛查项目的主要原因*从表

#

可见#本次督导评价的成绩完全取决于室间质评成绩*由于

本次督导适当降低了部分质评样本的反应强度$,

h

-或,

#

b

-%#质评成绩合格者
*%

家$

).,.-

%#合格率较相关文献报道

低(

#

)

*但对于
5VX

正'反定型和
W&

$

[

%定型的
!

组
+

份质评

样本#各参评单位均实现
#$$,$-

符合率*问题主要出现在抗

体筛查和交叉配血
%

项编号为
%$#%$%

和
%$#%$!

质评样本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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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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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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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上#符合率为
/$,$-

!

+),.-

$表
%

%*无论是抗体筛查还是

交叉配血#单项不符合的二级医院在全部参评单位的绝对比例

均高于其他等级医院#分别为
##,"-

'

#*,"-

&同级比较#该
%

项不符合的二级医院比例也高于其他级别医院#分别为

%),+-

'

!*,)-

$表
!

%*最终结果是二级医院合格率最低*这

与二级医院实验室人员不固定具有密切关系*虽然人员均通

过了本质控中心进行的相关理论培训及考核#但其轮岗时间间

隔长而在岗时间短#实践经验不足#对技术把握能力相对较弱#

所以同时出现
%

个检测项目不符合的单位数也最多$表
#

%*

与之相比#尽管一级医院相关人员较二级医院还要少且一人兼

多个岗位#但输血相容性检测岗位人员通常较为固定#这对检

测能力的提高'经验的积累有一定帮助#故其合格率高于二级

医院'接近总体平均水平*三级医院的人员和设备配备远好于

其他级别医院#其合格率最高#基本符合预期*只有
!

家甲级

医院在抗体筛查项目上出现了不符合#提示抗体筛查项目是相

对薄弱的检测项目*此外采用柱凝集法$卡式%检测的单位数

增加到目前的
%+

家#占参评医院总数的
*),/-

$

%+

"

)%

%#有
%

家单位还配备了全自动柱凝集法$卡式%血型仪*反映出连续

!

年的督导评价工作对各医院输血科$血库%增加投入'更新设

备具有促进作用*

总之#本次督导评价结果表明#大连市医院输血科$血库%

在输血相容性检测工作中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实验室检测水

平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目前提高大连市医院输血科$血库%

输血相容性检测能力的主要措施在于保证相对固定的人员配

置#这点对二级医院来说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还应继续加强培

训提升检测人员的鉴别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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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革兰阳性菌#占
!!,!!-

#真菌占
%,")-

&排

名前
"

位病原菌依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

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以神经外科肺部感染痰

标本检出上述细菌为多#应加强对神经外科的目标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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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排名前
"

位病原菌耐药情况
!

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本院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率较高#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

南全耐药#所以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降低

细菌耐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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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感染病原体分布及耐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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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感染革兰阴性菌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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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阳性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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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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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病原

菌占
.,""-

*排名前
"

位病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肠杆菌属与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率极高#外科医生在使用抗菌药物时

已不能常规经验用药#必须根据本院日常耐药监测合理选择抗

菌药物*

A,F

!

抗菌药物使用及病原菌送检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抗菌

药物使用
)%"

例#使用率为
!#,)$-

*符合卫计委抗菌药物使

用率小于或等于
)$,$$-

的要求#其中治疗用药占
.$,$/-

#预

防用药占
%$,$$-

#治疗加预防用药占
+,+%-

&一联用药占

//,+)-

#二联用药占
#$,%*-

#三联用药占
$,/$-

&病原菌送

检率为
"","%-

#达到卫计委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病原菌送

检率大于或等于
!$,$$-

的要求*本院在抗菌药物使用及病

原菌送检方面做得较好*

总之#医院感染已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及医疗护理质

量(

#$

)

#每年进行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可以反映医院感染现状#

为开展目标性监测工作和调整医院感染防控措施提供很好的

依据#以降低医院感染率#保证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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