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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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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受血者在受血前就已有感染%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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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梅毒的感染率较高&

对受血者于受血前进行全面检查不仅可避免相关医疗纠纷%还可为患者治疗和医务人员的职业防护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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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5GD

$)丙型肝炎病毒#

59D

$

与人免疫缺陷病毒#

50D

$感染均有相似的传播方

式)特定的潜伏期和交叉感染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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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50D

)

5GD

和
59D

感染在特定人群中呈逐年上升

趋势%为此%我们对
'+')

例受血者在其受血前进行

了检查%发现血清梅毒感染率较高%特别是
5GD

和

梅毒重叠感染比例较高&现将检测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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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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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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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年
+

月间

本院各科需输注全血)成分血及血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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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患者进行
5GD

标志物!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

抗原)

核心抗体)

(

抗体#

5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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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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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5G)

)抗

5G(

$检测%其中任一项结果阳性即判断为感染者")

抗
59D

)抗
50D

)梅毒抗体检测&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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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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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受血者于受血前采血
)#H

%离心

取血清&所有检测项目均为本医院完成&

&-!-&

!

抗
50D

检测
!

采用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法

和胶体金法双重检测%两种方法所用试剂均为
50D

抗体诊断试剂盒#前者试剂盒批号'

!""%"'+*!#

(后

者试剂盒批号'

!""%"+&#"!

$%均为英科新创#厦门$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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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D

标志物检测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试剂为
5GD

核心抗体诊断试剂盒#批号'

!""%"#*(!*

$%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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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59D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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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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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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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抗体检测
!

采用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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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批号'

!""%"#*#+(

$和梅毒螺旋体抗体胶体金诊

断试剂#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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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英科新创#厦门$科

技有限公司和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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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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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血者受血前血清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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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感染
!

重叠感染的形式有二种病原感染

和多种病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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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受血者中重叠感染病原体

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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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感染二种病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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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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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多种病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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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重叠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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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我国已发现的
50D

感染者大多数是静脉吸毒

者%但在中部一些地区%有偿供血员中亦发现不少

50D

感染者!

!

"

&受血者
50D

的检测未被重视%本

市是四川省艾滋病的重灾区之一%在受血者中
50D

的检出率也随之增加&本资料中%

()

例抗
50D

阳

性者各年龄段差异无显著性#

*

$

"-"*

$%城乡之间

差异亦无显著性#

*

$

"-"*

$&

5GD

感染虽然呈世

界性流行%但不同地区
5GD

感染的流行强度差异

很大&我国是病毒性肝炎高发区%一般人群的
5G"

6?

2

阳性率为
'-"'A

!

(

"

&我院受血前患者
5G6?

2

阳性率为
'-+"A

%略高于一般人群&

59D

感染也

呈世界性流行%是欧美及日本等国家终末期肝病的

最主要原因&全球
59D

的感染率约为
(A

%估计约

&-#

亿人感染了
59D

%其中
&-(

亿人为慢性感染

者%我国一般人群抗
59D

阳性率为
(-!A

!

)

"

&本市

一般人群抗
59D

阳性率为
"-+#A

%与本次调查的

'+')

例受血前患者抗
59D

阳性率
"-+&A

相比%无

明显差异&

*'

例抗
59D

阳性者各年龄段差异具

高度显著性#

*

#

"-"&

$%以
(&

#

+"

岁者最多(城乡

差异亦有高度显著性#

*

#

"-"&

$%城市高于乡村&

)'*

例梅毒抗体阳性者年龄段以
"

+&

岁者最多%城

市居民明显多于乡村%可能与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及

价值观等有关&

在
'+')

例受血者中%血清
5G6?

2

阳性者
'(&

例#

'-+"A

$%血清抗
59D

阳性者
*'

例#

"-+&A

$%

血清抗
50D

阳性者
()

例#

"-(*A

$%血清梅毒抗体

阳性者
)'*

例#

*-&&A

$%上述检测结果与其他文献

报道的受血者感染率相当!

*"+

"

&受血者中的重叠感

染较多%但多为二种病原重叠感染%其中
5GD

和梅

毒重叠感染最多%共
')

例%占重叠感染者的

*"-*(A

(其次是
5GD

和
59D

重叠感染
*%

例%占

重叠感染者的
("-+)A

&可能与本市
5GD

和梅毒

感染水平偏高有关&

5GD

)

59D

和
50D

的传播途

径相似%因此
50D

重叠感染
5GD

和
59D

者也迅

速增加&

'+')

例受血者中多种病原重叠感染
*

例%

其中
50D

)

5GD

和
59D

重叠感染
!

例%

50D

)

5GD

和梅毒重叠感染
!

例%

50D

)

5GD

)

59D

和梅

毒重叠感染
&

例&

50D

感染在我国目前限于特殊

人群%如静脉吸毒者)性滥者及母婴传播!

%

"

&一方

面%

50D

感染可以改变
5GD

*

59D

感染的自然病

程%加速其从慢性肝炎到肝硬化)肝衰竭的过程(另

一方面%

5GD

*

59D

感染与
50D

的机会性感染相

似%可以加速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0I4

$病程&

由于
50D

和
5GD

)

59D

感染途径相似%在
50D

感

染者中
5GD

)

59D

感染极易流行&国内有学者报

道!

#

"

%

50D

感染者中
5G6?

2

阳性率达
(-#A

#

&(-*+A

%

50D

合并
59D

的感染率为
**-#&A

#

'"-(+A

%而
50D

)

5GD

和
59D

重叠感染率为

!-!A

#

#-)&A

&我们检出的
()

例
50D

感染者中%

5GD

感染率达
(#-!)A

%

59D

感染率
!'-)&A

(

50D

合并
5GD

的感染率高于中部地区水平!

'

"

%而

50D

合并
59D

感染率明显低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报

道!

#

"

%可能与本地
50D

感染者大多经性传播有关&

50D

感染早期症状常被忽略%由于临床有时对

50D

感染没有足够警惕%误诊和漏检情况较多!

%

"

&

此类患者如果在输血后才发现
50D

感染则极易发

生医疗纠纷&从本检测结果可以看出%部分受血者

在受血前就已有感染%特别是乙型肝炎和梅毒的感

染率较高&开展受血者受血前
)

项血清感染性指标

的检测%将检测结果作为患者的原始记录保存%可作

为处理此类医疗纠纷时院方举证倒置的重要法律依

据(其次%可以为临床提供有效诊断依据%及时发现

疾病并治疗%防止传染病的传播(提醒医务工作者要

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在诊疗过程中注意防护%做好消

毒%防止交叉感染%避免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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