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运输条件也有所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卫勤保障

的难度)

$.'

!

战场环境恶劣#运输时间难以准确预计
!

战争伊始#道

路*桥梁往往是首要的攻击目标#运输通道难免会不同程度的

遭到破坏#甚至是损毁#致使保障车队不得不临时寻找*开辟新

的运输线路)新的运输通道有可能会穿越山区*荒漠*沙漠*丘

陵或沼泽地带#在这样恶劣的运输条件下#很难准确预计到达

指定地点的时间#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维持冷链的难度)

$.1

!

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

如运输设备在颠簸中出现故

障#卫星定位系统受到干扰等)

/

!

如何保证野战条件下血液运输冷链的维持

/.$

!

运血箱的选择
!

野战运输中#应结合战场环境*温度*道

路等实际情况和救治需求选用专用储血冰箱*塑料泡沫运血

箱*两层一次性泡沫箱和聚苯乙烯运血箱等+

,1$

,

)这些运血箱

既能很好的容纳血液#起到保温*隔热和防冻的作用#也比较结

实#具有一定的抗震性#便于固定#能满足非正常条件下的各种

特殊要求)

/./

!

运血箱温度的控制和维持
!

为保证运血箱在长时间运输

中温度的恒定及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冰袋数量是冷链的重要

保证)一般来说#血袋与冰袋的数量至少应达到
#V#

#如遇特

殊情况或运输时间难以预计时应加大冰袋的比例+

%

,

)

有条件的单位还应积极选用新材料和新技术#以保证冷链

的维持#如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研制的新型变相保温材料就能

极大的提高冷链维持效率#值得应用和推广)文献+

$1-

,表明#

使用前应将冰和变相保温材料放入
R,"Q

低温冰箱冷冻#然

后放入运血箱进行长途运输试验#箱内温度维持在
!

!

$Q

#最

长可达
#""A

)在冷藏温度不能达到
R,"Q

时#应每
!,

或
,&

A

更换变相保温材料和冰#不仅可防止冰袋融化造成冰量不

足#也可避免运血箱内潮湿和积水)此外#血液温度监测芯片

的应用#有助于对到达目的地后了解运输过程中血液温度的波

动范围#以协助判断冷链维持状况+

&

,

)

/.'

!

血小板的运输
!

血小板可冷冻保存#亦可在
!"

!

!,Q

范

围内振荡保存)冷冻血小板保存时间相对较长#但到达目的地

后的复溶对设备和技术要求较高#野战条件下恐怕难以保证)

若运输条件较好#能保证
!,A

内到达指定目的地和进行输注#

!"

!

!,Q

振荡保存的新鲜血小板应该是首选)目前有血小板

手提运输箱可供选择#它体积小*自带电源*具恒温及摇摆功

能#对防止血小板聚集*温度对产品的质量影响具有很强的实

用性+

(

,

)

/.1

!

其他注意事项
!

运输中务必对运血箱进行固定#途中应

经常进行检查#发现有松动*破损及其他异常情况要及时处理#

确保温度恒定)对于需直升机进行空投的血液制品#应选用具

有良好抗震效果的包装材料将运血箱多层包裹#选择地势较为

平坦的地方进行投放#以免运血箱破损导致温度发生变化#影

响血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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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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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是指患者入院后
,&A

以上或入院治疗出院后在

某种疾病感染的潜伏期时间内引起的感染#即医院内获得性感

染#包括在医院内发病和医院外发病)通常在医务人员心目

中#医院感染的主要场所为病区#而对于与临床相关的检验科

则未予重视)而检验科作为医院重要的医技科室#每天承担着

全院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及排泄物等标本的检测和检验)

而这些极具传染性的物质存在着极大的感染安全隐患#也是造

成医源性感染的源头#抓好检验科的感染安全管理是控制医院

感染的重要环节#不可忽视+

#

,

)

$

!

检验科引起医院感染的主要原因

$.$

!

安全防范意识淡漠+

!

,

!

检验人员虽说多数是专科毕业#

具有相当的医学知识#也清楚每天接触标本的危害及危险#但

因长时间接触#往往忽视和放松警惕#尤其是工作量大时#更容

易忽视自我防护)

$./

!

防护措施及方法不当

$./.$

!

房间布局不够合理
!

受我国国情限制#除极少数大型

医院检验科近年来经过改造重建#符合现代化检验及医院感染

安全的标准外#绝大多数检验科#尤其是中小型医院检验科仍

是过去的老式格局#面积不足#布局不够合理#清洁区*污染区*

半污染区划分不够明确#通风采光差等问题均广泛存在)

$././

!

个人防护不佳#存在职业暴露危险
!

临床检验科由于

历史原因#很少有采用戴手套*口罩等作为防护手段的严格要

求#只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NU

%实验室制度完整*要求严格)

而实验工作又常会使用一些玻璃*剪刀等锐器#这样#随时存在

手部及其他部位皮肤被刺伤及污染等职业暴露的危险)

$./.'

!

工作生活兼用物品的交叉感染
!

有一些工作和生活中

均使用的物品如电话*工作用笔等#工作中污染的手或手套拿

用后#洗手或摘掉手套后再次拿用#造成无意识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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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废弃物*污染物处理仍不够科学合理
!

尤其是基层或小

规模医疗机构#废弃物*污染物不能完全无害化集中处理#即使

是大的医疗机构也很难做到无死角)

$.1

!

勤杂工*卫生员缺乏医疗常识
!

现在检验科多雇用一些

勤杂工*卫生员帮助完成一些收取标本*发送报告*处理废弃标

本*洗刷实验用品及打扫环境卫生等工作#这些都是高危险工

作#而这些工作多由这些缺乏医学知识*文化素质较低的勤杂

人员从事#带来很大的医院感染安全隐患)

$.2

!

检验报告单无法保证绝对无污染
!

检验结果多采用报告

单的方式#现多采用打印报告#但也存在一些申请和报告一份

单子的情况#无论其中任何一种#出检验科前都不能做到严格

消毒处理#因此不能保证无任何污染发放到患者或医务人员

手中)

/

!

防范措施

/.$

!

专人负责
!

检验科设立一级感染组织或生物安全组织#

有专人负责工作(医院按要求成立各级感染管理组织#检验科

设立一级组织#专人负责生物安全和感染管理工作#制订相应

的严格管理制度和措施#并定期检查总结#做到防范措施到位)

/./

!

专业培训
!

全员医院感染安全教育和理论培训#检验科

的任何人员必须进行医院感染安全教育方可上岗#包括勤杂

工*卫生员)学习国家卫生部颁布的1生物安全防护措施2*1消

毒技术规范2*1医院感染管理规范2等法规文件#了解掌握各种

各类生物安全的危害及危险#掌握防范手段*措施及方法)

/.'

!

制订安全应急处理预案
!

对一些高危险的检验室#如

)NU

检验室*微生物实验室及各种职能暴露工作制订应急处

理预案#在紧急情况下可不乱方寸#及时处理#减少后患)

/.1

!

加强防护措施+

(

,

!

改善工作环境#加强防护设施及个人

防护用品的配备和使用#医院应加强检验科防护设备的引进#

改善检验布局#使其趋于科学合理化#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

区*生活区划分明确*科学)实验室要求个人增加防护意识#穿

戴相应工作服*帽子*手套等#工作生活用品防止交叉污染)

/.2

!

建立医院废弃物处理措施
!

严格杜绝医疗污染垃圾未经

无害化处理流入社会#由专用垃圾袋盛装#专人专管专渠道

处理)

总之#检验科是医院感染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部门和环节#

为了做好医院感染的控制#减少职业暴露危险#保护医务人员

的健康#检验科医院感染安全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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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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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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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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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析&

!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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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是深圳迈瑞公司自主研发的*测试恒速达
(""@56@

"

A

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国产分析仪中较好的产品之一+

#

,

)

自本科室
!""%

年购买以来#使用一直稳定#很少出现故障)最

近出现
#

例故障#现报道如下)

$

!

故障现象

开机测试不定时出现报警)故障报警信息!.上位机#测试

周期超时#无法继续测试/#之后死机)重新启动#又能继续测

试#表现为偶发故障现象+

!

,

)

/

!

故障处理措施

/.$

!

有其他报警并发时#应优先采取对应的处理措施)

/./

!

点击系统软件维护界面的.下载主机参数/按钮#尝试恢

复操作部和分析部间的通讯连接)

/.'

!

继续发生报警时#应与迈瑞公司客服或代理商联系)

'

!

故障处理步骤

'.$

!

依次点击主菜单&系统管理'中的&系统维护'#输入管理

员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系统维护/界面)再点击.系统维护/的

.其他/选项下面的.下载主机参数/)整个操作过程未见错误

提示及报出警误信息)重新启动系统后#还是会出现偶发的故

障现象)即故障未排除)

'./

!

联系服务部工程师#得到答复是故障有
(

种可能!$

#

%传

输串口线松动($

!

%电脑中病毒($

(

%硬件老化偶发故障)经过

仔细排查#未发现故障原因)

'.'

!

依次进行系统程序全面维护)当运行到.系统维护/下的

.机械手/选项卡#进行装载指定反应杯联.

&

/时#仪器立即报出

错误提示#发现故障发生点)打开仪器机盖观察#见.

&

/杯联处

有一块约五分之一大的反应杯残片#残片阻挡了新杯联的装

载+

(

,

)随即用镊子取出)经过多次测试#故障终于排除)

1

!

分析总结

1.$

!

由于故障只出现在第.

&

/杯联#仪器重新启动或整机复位

后#仪器使用.

&

/杯联以外的其他杯联#故而能够继续测试一定

项目)当再次需要使用第.

&

/杯联时#出现故障报警信息#感觉

像偶发故障)

1./

!

添加比色杯时#注意检查新加入的比色杯是否完好#有无

破损)

1.'

!

仪器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都难免会出现故障#应认真总结

经验#将故障发生率降到最低限度)认真做好日常维护#定期

进行全面维护#保证仪器有良好的工作状态#从而保证实验室

检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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