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显成效#现总结如下)

A

!

全员培训%提高认识

制订培训计划#认真组织全员培训)新上岗的护士必须通

过医院感染知识强化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才能进入产房工作)

每月组织一次科内人员的医院感染知识培训)每年参加
.

!

&

学时的全院医院感染知识培训)培训内容重点突出基本操作

技术*操作规范#强制性的规章制度#医院感染工作新的进展*

医务人员防护知识等)通过培训全体护士对医院感染管理工

作的重要性得到认识#增强了工作主动性#能充分明确自己在

医院感染控制中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同时在日常工作中自我

监督和约束能力增强)能自觉遵守各项护理技术操作规程)

有效地提高了护士的行为素质#确保了消毒隔离制度及无菌技

术操作原则的正确执行)

B

!

相关措施

B4A

!

加强空气和物体表面的管理#控制感染
!

空气是一种重

要的疾病传播媒介#患者的分泌物和排泄物可严重污染空气#

某些医疗技术操作也会造成空气的污染#空气中微生物的污染

程度与医院内感染有较为重要的关系)每日用紫外线空气消

毒机消毒产房
-

次&

'/

!

''

*

'1

!

''

*

/2

!

''

'#每次
/H

)连台接

生之间消毒
/H

)每周用清水清洗消毒机过滤网后用
1$5

乙

醇纱布擦拭
/

次)每周
/

次紫外线辐射强度测定)同时注意

房间的通风换气#确保产房空气质量)物体表面坚持使用含有

效氯的消毒剂擦拭)地面每日用含有效氯消毒液湿式清扫
%

次)每次接生后均用消毒液擦拭产床和拖地)无菌物品按灭

菌日期先后存放#专人管理)使用后的器械立即用有效氯消毒

液浸泡
/H

#再清洗*打包*高压灭菌后使用)无菌罐*镊每周灭

菌
%

次)用过的氧气湿化瓶*吸痰器消毒后干燥保存待用#使

用后的血压计*听诊器用乙醇擦拭严格消毒)同时每月进行菌

落数的生物监测
/

次)

B4B

!

布局流程管理#减少污染机会
!

规范产房布局)产房周

围环境必须清洁*无污染源)布局合理#严格划分无菌区*清洁

区*污染区#区域之间标志明确)同时在入口处划分医护人员

和患者通道)对医护人员着装在入口处进行管理)所有通道

采取强制通过#不能逆行)拖把分区使用#标识清楚)同时加

强对保洁人员预防感染知识的教育#保持环境整洁)

B4C

!

规范医务人员行为#加强自我防护
!

产房工作人员应相

对固定#开展普遍预防知识教育#要求护理人员在护理活动中#

将所有患者都认为是感染性患者#所有血液或体液都视为感染

性物质#严格执行标准预防原则#把握处理方法和报告制度)

同时严格执行/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0#每月随机对医务人员手

进行微生物监测#对不合格的实行绩效扣分制并影响其年终评

优*评先进)

B4D

!

加强医疗废物的管理#做好终末处理
!

本院制订了严格

的医疗废物管理制度#将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损伤性废物置于

防渗耐刺的利器盒中#盛装医疗废弃物的专用桶贴有警示标

识#废弃物装满容器的
%

"

-

时扎口密封#贴上标签注明产生部

门#运送至指定的医疗废物暂存点)设专人管理#护士长定时

抽查#同时使用专用登记本#每日对医疗废物处理情况进行登

记#实行双签名制度#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

C

!

加强监控%确保质量

本院成立了医院感染管理三级组织#同时在医院感染管理

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三级监控网络#即产房护士长和医院感

染小组成员为一级管理#医院感染管理科为二级管理#医院感

染管理委员会为三级管理)一级管理为自我监测#主要监测产

房空气*物体表面*医护人员的手和灭菌物品采样以及对消毒

液浓度进行监测*检查)医院感染小组成员担任监督检查哨

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护士长每天对医院感染工作进行

督促检查#并在每月一次的医院感染小组会议上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分析#制订出整改措施)在第
%

个月的工作中进行追踪#

并将此结果纳入当事人当月的绩效考评)二级管理为医院感

染科成员按消毒隔离考核标准定期检查#检查时要求本科护士

长或医院感染小组成员在场#当场评分#对存在的问题限期进

行整改*追踪)评分结果纳入当月医院对科室的考核中)三级

管理则是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设立督查组#对护士的操作过

程*一次性物品使用情况*医疗垃圾的分类等实行随机督查)

督查结果在每季度的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上进行通报#对整改

不力*严重违反规程的将给予红牌警告)通过努力#

%''%

!

%''&

年以来#在本院分娩的产妇中会阴切口感染率为
'

)说明

通过全程参与及干预可有效地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医院

感染控制是一个全程参与的过程#首先应加强人员培训#提高

大家的认知#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及技术操作规程#加强督

导#才能降低感染率#提高医疗质量)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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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干化学分析非系统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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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干化学分析是测定尿液中某些化学成分的快捷方法#

已在临床实验室中广泛使用)它具有操作简便*检测项目多*

诊断过筛面大*效率高等明显优点)但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干化学检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发现由于干化学本身测定原理上的局限性及检测过

程中的某些中间环节会直接影响检测的准确性#甚至造成假阴

性或假阳性)本文就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一总结)

A

!

不同类型的尿液标本对干化学分析的影响

要求用洁净*干燥的一次性容器收集新鲜尿液#不要离心#

并在测试前将尿液混匀#应在
%H

内对其进行检测)不同类型

的尿液标本对干化学分析的影响如下)

A4A

!

时间过长的尿标本
!

&

/

'尿液在膀胱内储存时间过长或

标本放置时间延长可导致白细胞破坏#其特异性的酯酶释放到

尿液中#造成干化学白细胞阳性而镜检阴性的现象)&

%

'尿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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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放置时间过长#尿液内细菌大量繁殖#亚硝酸盐可出现假

阳性)大多数革兰阴性菌和某些革兰阳性菌可能释放过氧化

物酶活性物质或其本身为了代谢的需要#在繁殖过程中合成触

酶*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物质和酶都能使试带

中的过氧化氢茴香素或氢过氧化枯烯分解出游离氧#后者使色

源呈色而使红细胞检测出现假阳性)&

-

'尿液标本放置时间过

长#会使尿液
F

!

升高#导致尿蛋白假阳性)&

0

'尿液放置时间

过长可使直接胆红素水解为游离胆红素或氧化为胆绿素#可使

反应减弱甚至呈假阴性反应)

A4B

!

蛋白尿
!

肾脏严重受损的患者#其尿蛋白大于
$

D

"

W

时#

高浓度的蛋白质胶体覆盖了白细胞#影响中性粒细胞特异性酯

酶的释放#从而导致白细胞检测出现假阴性+

/

,

)

A4C

!

肉眼血尿
!

肉眼血尿对干化学的影响比较大#由于尿液

的颜色超过试纸带空白反应模块的缓冲能力#造成尿蛋白*尿

糖*亚硝酸盐*尿酮体等项目的假阳性#必要时离心后取上清液

再作干化学分析)

A4D

!

混有泌尿生殖系统分泌物的尿标本
!

女性尿标本中含有

较多的上皮细胞#可能是由于上皮细胞中含有磷酸酯酶和硫酸

酯酶等物质#可与试纸反应而出现尿白细胞检测结果假阳性或

使结果偏高#所以女性应避免在月经期留取尿标本#防止混入

阴道分泌物#必要时冲洗外阴后留取中段尿检测 )

A4E

!

其他深颜色的尿标本
!

尿液中的一些物质如胆色素原*

吲哚及一些药物如酚噻嗪类*维生素
c

*磺胺药物等#因颜色干

扰#尿胆原检测时呈现假阳性(亚硝酸盐*重氮药物*对氨基水

杨酸则在尿胆原检测时呈现假阴性)高浓度的尿酸盐可显黄

褐色#多巴胺和苯丙酮酸可显橙色#酚红可显鲜红色#这些物质

均可造成酮体检测假阳性)

A4F

!

被消毒剂污染的尿液
!

强氧化性消毒剂均可干扰氧化变

色反应#其中尿糖*尿蛋白*隐血*白细胞*亚硝酸盐等项目均可

出现假阳性#酒精*新洁尔灭*来苏尔*呋喃西林类非氧化性消

毒剂则不干扰检测)

B

!

不同种类药物对干化学分析的影响

患者若使用呋喃妥因#则尿白细胞检测出现假阳性#若尿

中含有大剂量先锋霉素
)

*庆大霉素等+

%

,

#则出现假阴性)

C

!

试纸条灵敏度对干化学分析的影响

C4A

!

糖模块只对葡萄糖产生反应#乳糖*半乳糖*果糖不参加反

应#可能会由于糖的成分不同而造成假阴性#如半乳糖血症患者)

C4B

!

尿干化学试纸条主要对清蛋白敏感&

2'

!

/''J

D

"

W

'#而

对球蛋白*黏蛋白*本周蛋白不敏感)尿中球蛋白浓度低于

0'''J

D

"

W

#干化学蛋白定性为阴性#只有当达到
$$''J

D

"

W

时#才出现阳性反应(清*球蛋白比值为
/j%

的蛋白尿#蛋白浓

度高达
%'''J

D

"

W

时才会出现阳性反应#测定球蛋白的灵敏

度仅为清蛋白的
/

"

/''

!

/

"

$'

)

C4C

!

干化学法测酮体各组成成分的灵敏度不一
!

试纸对乙酰

乙酸的敏感值为
$'

!

/''J

D

"

W

#对丙酮的敏感值为
0''

!

2''

J

D

"

W

#与
%

*

羟丁酸不发生反应)不同疾病造成的酮症#其酮体

成分不一#同一患者在不同病程#酮体成分亦会发生变化#如糖

尿病酸中毒早期病例的主要酮体是
%

*

羟丁酸#乙酰乙酸很少或

缺乏)因此#由于干化学对不同成分的灵敏度不一而对结果造

成一定的影响)

D

!

维生素
(

$

#9A(

'对干化学分析的影响

尿液中
#9A(

&抗坏血酸'是一种很强的还原剂#能竞争性

地结合过氧化物酶#阻止
!

%

7

%

与过氧化物酶的反应)

#9A(

对尿隐血*尿糖*尿胆红素及尿亚硝酸盐检测均可造成假阴性)

#9A(

在碱性环境下极不稳定#容易分解)龙胆酸*

W*

多巴或

F

!

$

04'

条件下内源性酚及巯基化合物*尿液中的半胱氨酸

和硫代硫酸钠等#使
#9A(

检测出现假阳性)

#9A(

检测的作用

在于提示其他项目检测的准确性#防止假阴性的出现#使各项

干化学检测结果更准确*更科学)口服
#9A(

一般对尿干化学

影响极小#静脉滴注
#9A(

有个体差异#但排泄量在滴注后
-'

J9;

达到高峰#

$H

后才能达到不影响尿干化学测定水平+

-

,

)

另外#不同的仪器和试纸条对
#9A(

的抗干扰能力也不相同)

有的试纸条带有破坏
#9A(

的酶#尿中
#9A(

浓度高达
/'''

J

D

"

W

#也不干扰红细胞的检测(有的试纸条抗
#9A(

能力则很

差#

#9A(

浓度在
%''J

D

"

W

时即有干扰)

E

!

试纸条的保存对干化学分析的影响

试纸带若保存在
0V

冰箱中#要反复经过温度条件的变

化#可能会影响纸片内所含酶类活性#使得结果逐渐降低)因

此#使用后的剩余试纸条应密封保存于室温干燥处#避免温度

条件的反复变化#并应尽快使用#不得超过
.?

#否则会影响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

F

!

测试的时间和室温对干化学分析的影响

F4A

!

留取尿液时间
!

按照检验质量要求#住院患者的尿液检

验标本应为清晨的第一次尿&即晨尿')但使用晨尿进行分析#

从样本留取到上机分析跨度长#对成分分析存在严重影响)使

用上午
&

!

''

!

1

!

''

留取的
%

次晨尿替代晨尿进行尿液检验#

不影响其结果的可靠性#提高了某些检测项目的阳性率)此

外#健康人尿胆原排出量以
/0

!

''

!

/.

!

''

达最高峰#若在这个

时间段留取标本#则可能会造成尿胆原检测假阳性#应注意尿

胆原在机体的正常生理变化)

F4B

!

温度
!

干化学法最适宜的温度在
/&

!

-$V

+

0

,

#当室温超

过
-$V

以上时#检测结果往往会出现假阳性)温度低于
/&V

会严重影响尿液干化学法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对于吸热反应

来说#温度越高#反应速度越快#反之#温度越低#反应速度越

慢)由于干化学法测白细胞和蛋白都是吸热反应#故受温度

影响很大)

G

!

其他因素对干化学分析的影响

剧烈运动*呕吐*情绪变化*长途颠簸和劳累都可能引起蛋

白尿#分析病情时应综合考虑(刚做过精液检查的患者不能立

即检查尿液#否则由于前尿道大量精液混入尿液中#可能会出

现尿蛋白检测假阳性(对同一份标本#干化学的测试次数不应

超过
$

次#否则会由于试纸条各反应模块内的某些化学物质释

放到尿液中#产生基质效应#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尿液干化学分析的影响因素很多#如受患者身

体状况*饮水*尿量*标本采集时间*物理*化学*药物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常干扰检查结果的准确性#所以尿干化学分析必须

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来执行)对于肉眼血尿标本#必要

时离心后再做分析#否则可能会影响尿蛋白*尿白细胞测定结

果的准确性)由于药物对尿液干化学分析影响较大#检测的同

时必须与临床医生沟通#及时了解患者的用药情况#将药物对

尿液分析的影响意义反馈给医生#必要时需停药复检)

U

!

讨
!!

论

选用的试纸条必须含有
#9A(

破坏酶或检测
#9A(

的独立

模块#以去除或减少
#9A(

对结果的干扰#且选择抗
#9A(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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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试纸条)尿干化学分析定位于过筛试验已成为临床检

验界达成的共识)对那些假阳性的结果需要用确证试验或其

他参考方法来验证#例如!尿蛋白的参比方法是磺基水杨酸法*

比密的参考方法为折射仪法#尿葡萄糖的确证试验为葡萄糖氧

化酶定量法*尿胆红素为
!CMM9:>;

法*亚硝酸盐为尿培养#而

尿白细胞*红细胞的确证试验为尿沉渣显微镜)总之#尿液干

化学分析只能作为筛查方法#对那些可疑结果必须结合其他项

目检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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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所二级甲等专科医院#院领导和科室领导都很重视

临床实验室的建设#始终要求3以患者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4作为工作的中心#争取发出的每一份实验报告能真实地

反映患者的实际情况#及时协助临床医生对疾病进行诊断)

%''0

年以来本院都积极参加区临床检验中心的室间质量控制

评比#成绩不是很理想)

%''.

年我国出台了临床实验室管理

办法#本科室按照相关条例改进了临床实验室的一些工作流

程#并加强了科室的管理)

%''2

年以来在全血技术室间质控

评比中取得了理想的成绩#下面将有关经验总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

B@KKACB3Qc*.-/&c

)试剂!原装配

套试剂)质评标准!由区卫生临床检验中心提供)

A4B

!

方法
!

按照要求#与临床标本测定相同)

A4C

!

质评次数
!

%''0

!

%''2

年卫生部临检中心为每年
%

次*

%''&

!

%''1

年每年
-

次)

B

!

结
!!

果

%''0

!

%''1

年本科室血细胞计数室间质评结果见表
/

)

表
/

!

%''0

!

%''1

年本科室血细胞计数室间质评结果

年度 总平均成绩&

5

'

各项目成绩&

5

'

次数
S,( ),( !O !(= "W= 3(# 3(! 3(!(

%''0 .'

第
/

次
2$ /'' /'' ' /'' /'' ' '

2&

第
%

次
/'' /'' /'' $' /'' /'' $' %$

%''$ 1'

第
/

次
&' /'' /'' &' /'' &' &' /''

1-

第
%

次
/'' /'' /'' /'' /'' &' &' &'

%''. 1-

第
/

次
&' /'' /'' &' &' /'' /'' /''

&'

第
%

次
/'' /'' /'' ' /'' /'' /'' 0'

%''2 1&

第
/

次
/'' /'' &' /'' /'' /'' /'' /''

&-

第
%

次
/'' /'' .' .' /'' /'' &' .'

%''& /''

第
/

次
/'' /'' /'' /'' /'' /'' /'' /''

/''

第
%

次
/'' /'' /'' /'' /'' /'' /'' /''

/''

第
-

次
/'' /'' /'' /'' /'' /'' /'' /''

%''1 1$

第
/

次
&' /'' /'' /'' /'' &' /'' /''

1$

第
%

次
/'' /'' /'' &' /'' &' /'' /''

/''

第
-

次
/'' /'' /'' /'' /'' /'' /'' /''

!!

注!

S,(

指白细胞#

),(

指红细胞#

!O

指血红蛋白#

!(=

指红细胞比容#

"W=

指血小板#

3(#

指红细胞平均体积#

3(!

指平均体积血红蛋

白#

3(!(

指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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