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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受血者输血前检测各项血源感染性疾病血清标志物情况及其意义&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

!CF7/

$对
'"!'%*

例拟受血者于输血前进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抗体#

4R5/

)

'抗
4R5

$及丙型肝炎抗

体#抗
4AD

$'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KJ

$'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4FD

$检测%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

例

拟受血者中%输血前检出血源感染性疾病血清标志物总阳性率为
'*,+&V

%其中
4R5/

)

'抗
4AD

'抗
4FD

和抗
KJ

单项阳性率分别为
'!,(*V

'

',''V

'

",")V

和
',*&V

&

!""'

1

!""%

年期间%

4R5/

)

'抗
4AD

和 抗
4R5

阳性率呈

明显下降趋势#

O0",""&

或
O0","""

$%而抗
4FD

阳性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O0",""'

$&结论
!

部分受血者在输

血前就已有血源性相关病原感染%特别是
4RD

感染率较高&受血者输血前血源感染性疾病血清标志物的检测不

仅可减少和避免医源性感染及医患纠纷%还有利于了解该地区血源感染性疾病的传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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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输血感染传染病的报道屡有发生&

输血前开展受血者血源相关传染病的检测不仅能有

效控制血源感染性疾病的发生%提高输血安全%同时

也可避免经血液传播疾病导致的医疗纠纷%确保医

患双方的共同利益&根据卫生部
!"""

年颁发的-临

床输血技术规范.要求%我科自
!""'

年起对本院住

院或门诊拟接受输血的患者进行了乙型肝炎病毒

#

4RD

$'丙型肝炎病毒#

4AD

$'人免疫缺陷病毒

#

4FD

$以及梅毒螺旋体#

KJ

$相关特异性抗原或抗

体检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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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在
!""'

年
'

月1

!""%

年
*

月期

间%本院住院及门诊需备血或输血的患者共计

'"!'%*

例%年龄
'<

&

(!

岁&患者标本均为输血前

一天用一次性真空生化采血管抽取静脉血
&#C

#不

抗凝$%分离血清后
)U

冰箱保存%

'

&

&<

内检测&

',!

!

检测方法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抗体#

4R"

5/

)

'抗
4R5

$及抗
4AD

'抗
4FD

和抗
KJ

的检测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CF7/

$%试剂盒为厦门英

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和珠海丽珠有限公司产品&抗

4AD

阳性的确认需以上两家公司产品先后确认为

阳性)抗
4FD

阳性复查%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的
!CF7/

试剂盒)抗
KJ

阳性确证试验%采用梅毒

螺旋体血凝试验#

KJ4/

$%试剂盒由日本富士瑞必

欧株式会社提供&以上操作均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

!

统计方法
!

采用
7J77'',"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O

"

","*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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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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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感染性疾病血清标志物检测
!

'"!'%*

例拟受血患者中%检出血源感染性疾病血清标志物

总阳性率为
'*,+&V

&其中
4R5/

)

'抗
4AD

'抗

4FD

和抗
KJ

单项阳性率分别为
'!,(*V

'

',''V

'

",")V

和
',*&V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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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拟受血患者血源感染性疾病血清标志物检测阳性情况#

3

%

V

$

I#?$+0

!

K92<262+6%-(:258&65-3KKG#$:N2:5%('"!'%*O&--<:2+%

*

%2(65

#

3

%

V

$

年份
3 4R5/

)

抗
4AD

抗
4FD

抗
KJ

!""' '"+(" '*'"

#

'),'&

$

'(!

#

',#"

$

"

#

",""

$

0G

!""! ''+)* ')(&

#

'!,#!

$

'##

#

',+'

$

"

#

",""

$

0G

!""& ''&"( '*!"

#

'&,))

$

'&'

#

','+

$

*

#

",")

$

0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0G

为未统计

!,!

!

输血感染性疾病的血清标志物阳性率变化趋

势
!

对
!""'

1

!""%

年各种输血感染性疾病的血清

标志物阳性率进行趋势
)

! 检验%结果表明%

4R"

5/

)

'抗
4AD

和抗
4FD

阳性率在各年度间差异有

显著性&

4R5/

)

'抗
4AD

阳性率下降趋势明显

#分别
!

!

0#,#'%

%

O0",""&

)

!

!

0'"*,&#)

%

O0",

"""

$%而抗
4FD

阳性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

!

0'",

%%&

%

O0",""'

$%抗
KJ

阳性率在
!"")

1

!""%

年期

间处于平稳趋势#

!

!

0',*'%

%

O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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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受血者抗
4R5

阳性率
!

'"!'%*

例拟受血患者中%共检出抗
4R5

阳性者

))%&'

例%平均阳性率为
)&,%(V

&阳性率在

!""'

1

!""%

年间呈逐年下降趋势%见图
'

)各年度间

差异有显著性#

!

!

0%#",))%

%

O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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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输血已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因输血感染

而引发的医疗纠纷亦逐渐增多%开展受血者输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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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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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源感染性疾病的检测不仅已成为减少或杜绝此类

纠纷的重要措施%还对降低医源性感染'保护医护人

员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对
'"!'%*

例患者于输血前

常规检测
4R5/

)

'抗
4AD

'抗
4FD

和抗
KJ

%结果

显示以上
)

项感染性疾病血清标志物总阳性率分别

为
'!,(*V

'

',''V

'

",")V

和
',*&V

%这提示部分

受血者在输血前就已有血源性相关病原的感染%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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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4RD

的感染率较高&我国是肝炎的高流行

区%

4RD

'

4AD

的感染人数分别高达
',!

亿和

&#""

万!

'$!

"

&除肝炎病毒外%近年来
KJ

和
4FD

的

感染率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基于此%开展输血前检

测可使院方掌握患者第一手资料%为区分患者是否为

输血后感染经血传播疾病而引起的医疗纠纷提供临

床依据&此外%通过输血前检测发现潜在的传染源%

也有助于医务人员及病员之间在手术'治疗或其他侵

入性检查过程中%加强操作隔离防护%并对医疗器械

进行严格消毒%避免血源性医院感染的发生!

&$)

"

&

据报道%我国一般人群
4RD

感染率约为

(,%*V

!

'

"

%本研究所观察的拟受血患者
4RD

阳性

率明显高于这一水平%这可能与本研究的观察对象

为患者有关&多数住院患者由于自身免疫功能下

降%很容易受到各种病原体的感染&尽管我国

4RD

'

4AD

感染目前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我们的统

计结果表明%本院拟受血患者在
!""'

1

!""%

年期间

输血相关肝炎病毒的感染率有明显下降趋势&其原

因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上世纪
("

年代初%

乙肝疫苗被纳入计划免疫管理%使得近
'"

余年来

4RD

的感染尤其是儿童的感染大为降低!

*

"

)其次%

血液及血液制品管理的加强%如机采血浆代替手工

采浆'血液检测技术的提高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显著

降低了
4RD

'

4AD

的感染率!

+

"

&据笔者统计%在

!""'

1

!""%

年期间%

4FD

初筛阳性检出率呈明显上

升趋势%这与刘佳等报道!

%

"的结果相一致&梅毒等

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增长较快%

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最近的
!"")

1

!""%

年内%梅

毒感染率处于平稳趋势&这与政府财力投入加大和

卫生行政部门调控措施得当有关%反映出政府及相

关部门对控制梅毒等性传播疾病的高度重视&抗

4R5

阳性率在
!""'

1

!""%

年间呈逐年下降趋势%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

$

4RD

感染率的下降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接触普通人群的机会)#

!

$注射乙

肝疫苗后产生抗体所维持的时间一般为
&

&

*

年%有

一部分人抗体滴度因此可能已下降到阴性范围%这

也提示防疫部门和易感人群应加强乙肝疫苗的注

射%以提高机体免疫保护!

#

"

&

总之%医院做好输血前血液相关感染性疾病检

测%不但可减少和避免医患纠纷及医源性感染%而且

还有利于了解本地区血源性疾病的传播情况%以采

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

证患者'医院及采'供血机构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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