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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棽棸棸椆棴棽棸棻棿年无偿献血抗灢斣斝暍
抗灢斎斏斨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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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棻

  椲摘要椵 目的椇了解德阳地区无偿献血人群分布及梅毒暍艾滋感染状况棳为血液安全招募提供依据暎方法椇对
棽棸棸椆棴棽棸棻棿年棻棿椂椂椃椂份献血样本抗灢斣斝暍抗灢斎斏斨检测结果及相关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暎结果椇栙德阳地区近年
来无偿献血者抗灢斣斝阳性率维持稳定水平棳与成都等地基本一致棳抗 斎斏斨阳性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椈栚初次献血者
占献血人群椂椃棩棳初次献血者抗灢斣斝阳性率达棸灡椆棻棩棳高于重复献血者棸灡棿椂棩棬氈棽椊椂棿灡棽椄棳 椉棸灡棸棻棭棳初次献血
者与重复献血者抗灢斎斏斨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氈棽椊棸灡椀椃棳 椌棸灡棸椀棭椈栛其他人员暍农民暍工人为德阳自愿无
偿献血的主体椃棿灡棿棩棳抗灢斣斝阳性率由高到低为农民椌其他人员椌工人椈职业登记明确的人群抗灢斎斏斨阳性率比
较相当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椈栜抗斣斝阳性率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棾椂暙棿椀岁椌棽椂暙棾椀岁椌棿椂暙椀椀岁椌棻椄暙棽椀岁
棬氈棽椊棻棻棿灡棽棳 椉棸灡棸棻棭棳各年龄段抗斎斏斨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椊椃灡棾椃棳 椌棸灡棸椀棭暎结论椇加强德
阳地区献血主体人群的健康教育暍职业登记暍征询暍筛查工作椈提高献血服务质量棳扩大重复献血者队伍椈针对不同
人群制定相应招募措施棳提高集体献血数量棳是为保障血液安全需要长期坚持和改进的工作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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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棳我市临床用血需求量逐年攀升棳加强
对无偿献血源头把关棳尽可能采集低危献血人群的
血液是确保临床用血安全的基础和核心暡棻暢暎梅毒
螺旋体和艾滋病毒棳作为可以通过输血传播的棽种
病原体具有类似的传播途径棳对血液安全具有很大
的危害暎为此棳笔者对我地区棽棸棸椆棴棽棸棻棿年无偿
献血者抗灢斣斝暍抗灢斎斏斨检测结果及相关情况进行了
统计分析棳以此了解无偿献血者人群分布及梅毒暍
艾滋感染状况棳为无偿献血安全招募提供参考依据
和指引棳现将结果分析情况报告如下暎
棻 对象与方法
棻棶棻 对象

棽棸棸椆灢棸棻灢棸棻棴棽棸棻棿灢棻棽灢棾棻献血前健康体检符合
暥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暦棬斍斅灢棻椄棿椂椆棭的献血者棳年龄
棻椄暙椀椀岁棳献血前经过血比重和乙肝金标试剂筛查
合格暎
棻棶棽 试剂

抗灢斣斝试剂为北京万泰和北京金豪椈抗灢斎斏斨
试剂为北京万泰和法国伯乐暎所有试剂运输暍储存
符合相关规定棳经批批检验合格棳均在有效期内使
用暎
棻棶棾 仪器

瑞士哈美顿全自动 斄斣棽全自动加样分析仪椈
瑞士哈美顿全自动酶免分析仪棬斊斄斖斉棻椂棷棽棸棭椈奥
地利斣斿斻斸旑斢旛旑旘旈旙斿酶标仪暎

棻棶棿 方法
抗灢斣斝暍抗灢斎斏斨均使用斉斕斄斢斄法棳每份标本

由不同操作人员使用不同厂家试剂进行检测棳棽次
检测均无反应性判定为合格椈初次检测呈反应阳性
则进行双孔复试棳如有一孔呈反应阳性则判定不合
格暎操作人员获卫生部采供血机构二类上岗证及
实验室艾滋检测上岗证棳所有操作按旙旓旔及试剂使
用操作说明执行暎
棻棶椀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氈棽 计算器 斨棻灡椃棸进行处理棳氈棽 检
验棳 椉棸灡棸椀具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我市棽棸棸椆棴棽棸棻棿年无偿献血者抗灢斣斝阳性比
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棳未发现规律性变化棬逐年
呈下降趋势棭暎平均阳性比与成都棸灡椃椆棩接近暎
抗灢斎斏斨阳性比维持稳定水平棳年度变化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棳平均阳性比低于成都棸灡棾椂棩棳详见表棻暎
  我市无偿献血人群中初次献血者占椂椃棩棳棽次
及以上献血者比例占棾棾棩棳抗灢斣斝阳性率初次献血
者达棸灡椆棻棩棳高于棽次及以上献血者棸灡棿椂棩棳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棬氈棽椊椂棿灡棽椄棳 椉棸灡棸棻棭椈重复献血者
的抗斎斏斨阳性率棸灡棸椀棩比初次献血者棸灡棸椂棩略
低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氈棽椊棸灡椀椃棳 椌棸灡棸椀棭暎详见
表棽暎
  献 血 人 群 中 其 他 人 员 棬棾棿灡椆棩棭暍农 民
棬棽棸灡棿棩棭暍工人棬棻椆灡棻棩棭为无偿献血的主体棳这与
省会城市成都以青年学生为献血主体的人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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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暎抗灢斣斝阳性率及抗灢斎斏斨阳性率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但其他人群是模糊划分暍包
含所有未明确的职业棳所以无法统计何种职业具有
较高的抗灢斎斏斨阳性率暎而农民暍工人等椃类明确
职业的献血人群抗灢斎斏斨阳性率基本接近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暎详见表棾暎

  献血人群女性占棿棿棩棳男性占椀椂棩棳抗灢斎斏斨
阳性率男性高于女性棸灡棸棿棩 暎由按年龄分类的统
计可知椇抗斣斝阳性率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棾椂暙棿椀
岁椌棽椂暙棾椀岁椌棿椂暙椀椀岁椌棻椄暙棽椀岁棬 椉
棸灡棸棻棭棳各年龄段抗斎斏斨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棬 椌棸灡棸椀棭暎

表棻 各年度斣斝阳性及斎斏斨阳性检测
年份 检测总数

抗灢斣斝
阳检数 阳性比棷棩

抗灢斎斏斨
阳检数 阳性比棷棩

棽棸棸椆 棽棿棽棽椂 棻椄椀 棸棶椃椂 棻椃 棸棶棸椃
棽棸棻棸 棽椄椂棸棸 棽棽椆 棸棶椄 棽棿 棸棶棸椄
棽棸棻棻 棽椂棸椀椂 棽椀椃 棸棶椆椆 棻椀 棸棶棸椂
棽棸棻棽 棽棿椀椄椀 棻椆椀 棸棶椃椆 棻棽 棸棶棸椀
棽棸棻棾 棽棸椆椀椂 棻椂椄 棸棶椄 棻棽 棸棶棸椂
棽棸棻棿 棽棽棽椀棾 棻椀椃 棸棶椃棻 椀 棸棶棸棽
合计 棻棿椂椂椃椂 棻棻椆棻 棸棶椄棻 椄椀 棸棶棸椂

表棽 各年度斣斝及斎斏斨检测结果与献血次数比较

年份
检测

总数

初次献血

抗灢斣斝
阳检数 阳性比棷棩

抗灢斎斏斨
阳检数 阳性比棷棩

检测

总数

多次献血

抗灢斣斝
阳检数 阳性比棷棩

抗灢斎斏斨
阳检数 阳性比棷棩

棽棸棸椆 棻椂椆椀椆 棻棿棸 棸棶椄棾 棻棾 棸棶棸椄 椃棽椂椃 棿椀 棸棶椀棽 棿 棸棶棸椂
棽棸棻棸 棻椆椃棾棿 棻椂椆 棸棶椄椂 棻椂 棸棶棸椄 椄椄椂椂 椂棸 棸棶椀椄 椄 棸棶棸椆
棽棸棻棻 棻椃棿椀椀 棽棸棸 棻棶棻椀 棻棸 棸棶棸椃 椄椂棸棻 椀椃 棸棶棿棽 椀 棸棶棸椂
棽棸棻棽 棻椂棽棽椂 棻棾椄 棸棶椄椀 椄 棸棶棸椃 椄棾椀椆 椀椃 棸棶椂 棿 棸棶棸椀
棽棸棻棾 棻棾椂棻椂 棻棽椄 棸棶椆棿 棻棸 棸棶棸椃 椃棾棿棸 棿棸 棸棶棾椄 棾 棸棶棸棿
棽棸棻棿 棻棿棽棿棽 棻棽棽 棸棶椄椂 棾 棸棶棸棾 椄棸棻棻 棾椀 棸棶棽棾 棽 棸棶棸棽
合计 椆椄棽棾棽 椄椆椃 棸棶椆棻 椂棸 棸棶棸椂 棿椄棿棿棿 棽椆棿 棸棶棿椂 棽椂 棸棶棸椀

表棾 斣斝暍斎斏斨淘汰献血者按职业分类
职业 检测总数 斣斝阳性数 斣斝阳性率棷棩 斎斏斨阳性数 斎斏斨阳性率棷棩

农民 棽椆椆椃椄 棾椀椄 棻棶棻椆 棻棿 棸棶棸棿
工人 棽椃椆椄棸 棽棽椀 棸棶椄棸 棻棻 棸棶棸棿
其他 椀棻棽棿椃 椀棸棾 棸棶椆椆 棿椀 棸棶椄椄
公务员 椀椆椀棸 棾棻 棸棶椀棽 棾 棸棶棸椀
教师 椄棾椆椀 棾棿 棸棶棿棻 椀 棸棶棸椂
医务人员 椃椃椄椃 棻椃 棸棶棽棽 棽 棸棶棸棾
学生 棻棿棿椆棿 棽棸 棸棶棻棿 椀 棸棶棸棾
军人 椄棿椀 棾 棸棶棸棾 棸 棸
合计 棻棿椂椂椃椂 棻棻椆棻 棸棶椄棻 椄椀 棸棶棸椂

表棿 斣斝暍斎斏斨淘汰献血者按性别和年龄分布情况
检测总数 斣斝阳性数 斣斝阳性率 斎斏斨阳性数 斎斏斨阳性率

性别

 女 椂棿棾棻棾 椀椀棻 棸棶椄椂 棽椂 棸棶棸棿
 男 椄棽棾椂棾 椂棿棸 棸棶椃椄 椀椆 棸棶棸椃
年龄棷岁
 棻椄暙棽椀 棾棾椃椂椄 棸 棸棶棾椄 棸 棸棶棸椃
 棽椂暙棾椀 棾椄椀棻棽 棾椀棸 棸棶椆棻 棽椄 棸棶棸椄
 棾椂暙棿椀 椀棽棾椆棾 棿椆椂 棸棶椆椀 棽椂 棸棶棸椀
 棿椂暙椀椀 棽棽棸棸棾 棽棻椂 棸棶椀椂 椂 棸棶棸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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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 讨论
安全暍低危的献血者是血液安全的基础棳通过统

计分析棳我地区近年来无偿献血传染性检测指标与
献血人群的关系棳可以为本地区血液安全招募提供
依据和指向暎通过以上各表数据分析可知椇栙我地
区近年来无偿献血者抗灢斣斝和抗斎斏斨阳性率基本维
持稳定较低水平棳大致有棾个方面的原因椇一是与本
地人口以及流动人群相对较少相关棳献血人群相对
稳定椈二是对公共卫生暍健康教育和传染病宣传防控
力度的逐渐加大棳为血液安全营造了良好的外围条
件椈三是血液管理部门加大了对无偿献血工作的宣
传和献血前征询调查的力度棳提升了献血人群的自
我评估意识暎因此棳下一步要继续加大无偿献血工
作的宣传棳加大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的力度棳在今后
献血招募的过程中棳更应对献血人员强化健康教育暍
加强征询和排查不当行为暎栚初次献血者的比重过
大棳且初次献血者的抗灢斣斝阳性率高于重复献血者棳
因此棳如何着力于提高重复献血者的比例将是下一
步无偿献血招募工作的重点暎栛我地区无偿献血人

群主体为农民暍其他人群暍工人棳这与青年学生为主
体的省会城市不一致暡棽暢棳在宣传招募的过程中棳一是
应更加细化暍明确登记职业类别棳加强对这一献血主
体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引导椈二是应探索对高校暍机关
事业单位的无偿献血宣传方式棳加大宣传力度棳扩大
集体献血数量暎栜作为无偿献血的主要年龄群体
棬棽椂暙棿椀岁棭棳其抗斣斝阳性率棬棸灡椆棾棩棭高于棻椄暙棽椀
岁棬棸灡棾椄棩棭和棿椂暙椀椀岁棬棸灡椀椄棩棭棳所以在招募工作
中棳更应对棽椂暙棿椀岁主体献血人群加强教育暍征询暍
筛查工作椈同时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献血人群特点棳制
定不同的招募方案棳采取有效措施棳提升其他年龄段
人群献血比例暎
参考文献
椲棻椵 贺许华棶益阳市不同献血人群血液检测结果分析椲斒椵棶

实用预防医学棳棽棸棻棸棳棻椃棬棻棸棭椇棽棻棸椄棴棽棻棻棻棶
椲棽椵 王乃红棳付雪梅棳廖耘棶成都市无偿献血者血液检测结

果与人群分析椲斒椵棶中国输血杂志棳棽棸棸椀棳棻椄棬椀棭椇棾椃椄棴
棾椄棽棶

棬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椀灢棸棻灢棽椆棭

血小板输注无效的回顾性调查分析
斠斿旚旘旓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旔旍斸旚斿旍斿旚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

谢军花棻 叶菲棻 吴莉莉棻 沈杰棻 方凯棻

  椲摘要椵 目的椇分析导致血小板输注无效棬斝斣斠棭的原因棳探讨防止发生斝斣斠的对策暎方法椇对椀椀例患者棾棽椃
次输注血小板棳其中妇科棾例共棿次输注棳内科棿例共棽椂次输棳感染科椃例椃次和血液科棿棻例棽椆棸次棳进行临床
效果数据分析调查暎结果椇椀椀例血小板输注患者的斝斣斠发生率随着输注血小板次数增多而显著增加棬 椉
棸灡棸椀棭暎从输注次数数据分析棳椆次输注后斝斣斠比率明显增高棳并且输注次数少的与输注次数多的导致斝斣斠的
重点原因不尽相同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棬均 椉棸灡棸椀棭暎结论椇免疫因素和非免疫因素都影响血小板输注效果棳
输注次数少的发生斝斣斠与非免疫因素关系更为密切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反复输血患者棳尤其是输注过全血的患者输注
无效率明显上升且与血小板抗体产生关系密切暎
  椲关键词椵 血小板椈无效输注椈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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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小板的主要作用是促进血块收缩暍参与
止血暍维持血管内皮完整性棳在血液凝固中起重
要作用暡棻暢暎因此棳理论上对于因血小板数量减少
或功能缺陷引起的出血给予血小板成分输注具

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棳且己成为各种血液病患者及
放暍化疗患者的有效支持疗法暡棽暢暎但随着临床上
的使 用 却 出 现 一 定 比 例 的 血 小 板 输 注 无 效

棬旔旍斸旚斿旍斿旚旚旘斸旑旙旀旛旙旈旓旑旘斿旀旘斸斻旚旓旘旈旑斿旙旙棳斝斣斠棭现象棳特
别是有些反复多次接受血小板输注的患者棳斝斣斠

发生 率 明 显 增 高暎文 献 报 道 比 例 为 棾棸棩 暙
椃棸棩暡棾暢棳本次分析输注无效比为棾椄灡椄棿棩暎为调
查产生原因棳尽可能干预出现输注无效的发生棳
提高治疗效率棳现对我院临床椀椀例共棾棽椃次血
小板输注患者的输注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

顾性分析棳报告如下暎
棻 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 一般资料

选取棽棸棻棾灢棸椆棴棽棸棻椀灢棻棸血小板数量或功能异
常的患者或伴有临床出血症状的椀椀例患者为研究

暏棻椂椂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