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者多为固定捐献者#这就造成了捐献者反复多次捐献机采血

小板*大量多次捐献血小板对捐献者身体的影响受到越来越

多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血站工作人员的关注#因此#开展捐献

血小板安全性的研究'消除公众对捐献单采血小板的疑虑具有

重要的意义*

频繁机采血小板是否对捐献者血液指标有影响#国内外研

究了很多#结果也不尽一致(

!4"

)

*有研究表明#机采血小板捐献

者在捐献血小板的同时有
dV(

的损失(

)

)

#但本研究并未发现

dV(

数量明显减少*目前普遍认为#只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的捐献者健康检查标准#机采血小板献血不会损害捐献者的健

康(

.

)

&但也有学者认为#频繁捐献血小板对捐献者的血液学指

标会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首次参与机采血小

板还是多次参与机采血小板的捐献者血液中
dV(

参数变化

不大#说明目前的机采血小板捐献行为并不影响捐献者的健康

状况*但由于本研究中选取的多次捐献血小板的捐献者例数

较少#无法做进一步的分层分析#以后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进一步探讨捐献机采次数与血液指标的关系#才能更全面地反

映捐献机采血小板对捐献者健康状况是否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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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的检验结果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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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献血者中检测阳性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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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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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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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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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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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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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者%从动态观察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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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L6

$

&V25

B

具有逐年下降趋势!抗
4&(P

具有上升趋势%结论
!

驻徐州部队无偿

献血者血液检测阳性的最主要原因为
5L6

异常!其次为抗
4&(P

异常%建议在新兵入伍前增加抗
4&(P

检测%

关键词"供血者&

!

血液化学分析&

!

驻徐州部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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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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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V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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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部队无偿献血者丙氨酸氨基转氨酶$

5L6

%'乙型

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V25

B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4&(P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4&MP

%

#

"

%

和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4

6N

%

"

项指标检查结果及血液报废的主要原因#作者对
%$$"

!

%$#*

年在本院献血军人的血清检测资料进行了回顾性统计分

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驻徐州部

队无偿献血者
%+")"

人#年龄
#/

!

""

岁#体检合格*

?,@

!

检测方法
!

严格按照卫计委/血站管理办法0及试剂厂家

说明书操作#常规采集血液及时分离血清#

5L6

初检采用赖氏

法#试剂为四川迈克有限公司产品#复检采用速率法#试剂为北

京世纪沃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V25

B

'抗
4&(P

'抗
4

&MP#

"

%

和抗
46N

检测采用
RLM\5

法#初检试剂为上海科华公

司产品#复检试剂为北京万泰公司产品#均为批批检合格试剂*

?,A

!

阳性结果判定标准
!

初'复检中单项检测阳性者即视为

不合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

\XN

%要求设定灰区范围#落在灰

区范围内的标本进行双孔复检#如复检结果仍在灰区范围内即

判断为阳性#相应血液作报废处理*抗
4&MP#

"

%

初'复检可疑

者送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艾滋病监测中心确认*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8<C%$$.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

学分析*

@

!

结
!!

果

%+")"

人中检测阳性
!/$

人$

#,%+-

%#其中
5L6

阳性

%#!

人$

$,.%-

%#

&V25

B

阳性
**

人$

$,#"-

%#抗
4&(P

阳性

##$

人$

$,!.-

%#抗
46N

阳性
#!

人$

$,$*-

%#未检出
&MP

阳性

者#见表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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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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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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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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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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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驻徐州部队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检测阳性

率为
#,%+-

#与驻闽部队$

#,.$-

%

(

#

)

'驻豫部队$

#,./-

%

(

%

)相

近#远低于芜湖市$

/,)#-

%

(

!

)

'重庆市$

),/#-

%

(

*

)

'南京市

$

*,%%-

%

(

"

)

'张家港市$

%,")-

%

(

)

)和温州市$

%,"!-

%

(

.

)

#表明

驻徐州部队无偿献血者血液传染性检测指标阳性率明显低于

国内其他地方无偿献血者#主要原因是由于部队官兵在入伍前

经过了
&V25

B

'

6N

和
&MP

等项目的检测#另外部队官兵体质

强健#接触社会相对较少#属于低危人群*本组
&V25

B

阳性

率$

$,#"-

%明显低于成都市$

#,).-

%

(

/

)

'芜湖市$

#,%.-

%

(

!

)

'

重庆市$

#,#$-

%

(

*

)和温州市$

$,"#-

%

(

.

)

#

6N

阳性率为
$,$*-

#

也低于 重 庆 市 $

#,$/-

%

(

*

)

'成 都 市 $

$,+!-

%

(

/

)

'芜 湖 市

$

$,/!-

%

(

!

)和温州市$

$,))-

%

(

.

)

#但
&(P

阳性率为
$,!.-

#

低于成都市$

$,+!-

%

(

/

)

'重庆市$

$,"#-

%

(

*

)

#高于芜湖市

$

$,!%-

%

(

!

)和温州市$

$,%.-

%

(

.

)

#与其他地方献血者阳性率差

别不大#这与军人入伍前没有进行抗
4&(P

检测有关*从表
#

可见#驻徐州部队无偿献血者
"

项检测阳性率由高至低排序为

5L6

'抗
4&(P

'

&V25

B

'抗
46N

'抗
4&MP#

"

%

#与付军等(

%

)报道

的驻豫部队检测结果一致*

驻徐州部队献血者血液不合格的最主要原因是献血者

5L6

升高#可能与部队官兵献血前进行过高强度的军事训练'

站岗熬夜'感冒'服用药物或早餐食用煎炸含油量较大的食物

等有关*从表
#

可见#

5L6

阳性率有降低趋势#可能与献血前

的宣传教育有关*本院血液科每次到部队采血的前几天会下

发无偿献血知识宣传册至部队#让献血者了解献血前'献血中

和献血后注意事项并与部队有关部门沟通#尽量不安排献血者

在献血前长时间剧烈运动#动员那些站岗熬夜'服用药物等身

体欠佳的战士放弃献血*

驻徐州部队献血者血液不合格的第二主要原因是献血者

抗
4&(P

阳性#且具有上升趋势#这可能与
&(P

抗原的复杂多

样'检测试剂的灵敏度及阳性判定标准有关*为确保血液质量

及从输用安全考虑#初'复检中如有可疑情况#即再用两种试剂

分别双孔复做#复做结果一阴一阳或有在灰区范围内的标本均

视为该血液为不合格#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血液不必要的报

废#所以采用灵敏度和特异性均较高的核酸检测方法如核酸扩

增和微流芯片检测法(

+

)能提高
&(P

检出率和缩短检测,窗口

期-#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减少假阳性造成的血源浪费*本研

究结果显示#

&(P

阳性率超过
&V25

B

阳性率并有逐年增加

趋势#应引起高度重视*建议在入伍前增加抗
4&(P

检测#以

防止
&(P

感染者进入部队*

从表
#

也可见#

&V25

B

阳性率具有逐年下降趋势*这可

能与部队入伍前和入伍后均要经过严格血清学检查#还可能与

血清学检测的灵敏度的提高及国家开展乙型肝炎疫苗的广泛

接种有关*因此认真做好部队人员乙型肝炎的预防工作#尤其

是加强对易感人群的保护#提高易感人群抵抗力如实施乙型肝

炎疫苗接种#是预防乙型肝炎传播的重要措施*

梅毒是危害较严重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其病原体是
6N

*

人是梅毒的唯一传染源#其传染方式有先天性和获得性两种#

先天性是从母体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造成胎儿后期发育缺

陷#后天性主要是通过性接触'输血等传染*本研究检测的阳

性结果多是通过后天性传染的#应因势利导#加强对年轻战士

性传播疾病的预防教育#将梅毒拒之军营外*

&MP

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本研究结

果显示#驻徐州部队未发现
&MP

感染者#低于驻豫部队

$

$,$$*-

%

(

%

)和驻闽部队$

$,$+-

%

(

#

)

*

&MP

感染者血液'精

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伤口渗出液中含有大量
&MP

#具有很强

的传染性*虽然本研究未发现
&MP

感染者#但不能放松警惕#

应加强预防
&MP

的宣传教育#增强部队官兵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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