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安全防护措施#带来了安全隐患#其作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

理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应加强管理)

$

!

生物安全现状

$4$

!

生物安全意识淡薄
!

作者通过各种形式对近
#

年在本室

进行设备维修的人员$包括仪器工程师#设备科和相关设备维

修人员%共
2-

人进行了生物安全相关知识的初步调查发现#了

解生物安全知识的有
0

人#初步了解生物安全知识的有
!2

人#

完全不了解生物安全的有
0

人(在作业过程中#仅有
!

名工程

师能较好地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4/

!

无生物安全措施
!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

%安全防护装

备穿戴不到位($

2

%维修废弃物处置随意($

#

%洗手不规范#维修

作业途中电话指导或电话咨询($

-

%内务不规范#对溢漏和玻璃

破碎处理不合要求)

$4'

!

自身安全危害大#无职业暴露机制
!

由于条件所限#未能

对维修人员的身体状况进行确切统计和跟踪调查)据文献报

道#临床一线医护人员乙型肝炎病毒$

ÛY

%和丙型肝炎病毒

$

&̂Y

%感染率达到
!$42X

*

2

+

#明显高于一般人群*

#

+

#与他们的

工作性质和环境有密切关系)设备维修从业人员#生物安全意

识淡薄#感染的概率很高)职业暴露后无上报机制#不利于从

业人员的自身保护)

/

!

原因分析

/4$

!

领导重视不够#人员认识不到位
!

近几年#国家先后颁布

了.医疗设备管理与技术规范/.医学实验室安全要求/.实验

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等诸多条例#均对医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和设备管理有明

确规定)但是医学实验室的设备维修人员#受雇于医疗设备厂

家和供应商#他们缺乏对生物安全的深刻认识#上岗培训以专

业知识为主#无生物安全培训#国家缺乏对医疗设备维修人员

准入考核和相应监管)

/4/

!

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体系不健全
!

医学实验室的生物安

全管理#直接影响着维修人员的安全行为)生物安全体系是对

所有影响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环节进行有效,连续的控制*

-

+

)只

有建立并运行了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才能够使所有影响实验室

生物安全的过程处于受控状态#能够使各级各类人员明确生物

安全责任并采取预防措施减少或避免生物安全事故的发生#最

终能够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生物安全素养#一旦发生生物安全

事故#能够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并加以纠正)

/4'

!

医学实验室的客观条件限制
!

世界卫生组织$

_^S

%根

据病原微生物的危害性质和程序划分为
-

个危害组别#对生物

安全水准#实验室操作#防护以及建筑都有明确要求*

5

+

)由于

生物安全硬件设备不产生经济价值#医院的重视程度和投入都

严重不足#加上实验室年代久远#布局也不合理*

0

+

)使维修人

员得不到应有的防护装备#而置身于生物危害之中)

'

!

预防措施

'4$

!

强化相关人员的培训
!

医学实验室负责人#应对实验室

所有人员#包括实验人员,进修实习人员,运输工,清洁员,设备

维护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指导)使相关人员熟悉所从事的病原

微生物的危害,预防和相关实验活动的操作程序#掌握所使用

仪器设备的性能和操作程序#了解生物安全知识#掌握意外事

故发生时的相关处理程序等#并定期对培训内容进行评估和调

整)提高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的整体素质)

'4/

!

完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

严格遵守生物安全管理基本准

则#加强实验室废弃物材料管理#做好实验室一级屏障和二级

屏障*

/

+

)建立各种生物防护制并实施#并予以落实)单独建立

医学实验室设备维护人员的生物安全细则和注意事项#应上墙

管理#明确警示)

'4'

!

加强自身的生物安全学习
!

医学实验室设备维修从业人

员#应主动加强自身的生物安全学习#从理论,概念和现实上认

识生物安全防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遵守医学实验室的生物

安全管理条例#学会自我保护)

'41

!

设备厂商和经销商应建立员工健康档案
!

设备厂商和经

销商应为设备维修人员建立健康档案#每年为员工进行健康体

检#对乙型肝炎指标阴性的人员要接种乙型肝炎疫苗#预防乙

型肝炎病毒感染#建立健全职业暴露机制#维护员工的正常

权益)

'42

!

国家建立行业的准入制度
!

虽然#国家在不同行业建立

了准入制度#但是医学实验室的设备维修人员#是一种跨行业

和跨专业的特殊性人才#容易被边缘化#被忽视)建立行业的

准入制度#对生物安全进行系统培训和考核#作到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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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无偿献血情况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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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杨弋迪"贵州省黔东南州中心血站
!

550"""

#

!!

"关键词#

!

黔东南'

!

无偿献血'

!

情况调查

!"#

!

$%&'()(

"

*

&+,,-&$)./0(122&/%$$&$'&%Q$

文献标志码$

U

文章编号$

!0/263-55

"

2"!!

#

!#6!00!6"2

!!

本州自
!33$

年
!"

月
!

日开始全面实行无偿献血#无偿献

血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已成功地从有偿献血和计划献血向

自愿无偿献血过渡)

2""5

年本州临床用血全部来源于自愿无

偿献血#为了解本州无偿献血者的献血情况#作者对
2""5

年
!

-

!0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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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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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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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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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2""/

年
!2

月
#!

日
!3$$2

例无偿献血者进行了统计和分

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对
2""5

年
!

月
!

日至
2""/

年
!2

月
#!

日到本站及献血

点的
!3$$2

例自愿无偿献血者的年龄进行统计分析)

/

!

结果

无偿献血者的性别与年龄调查
!

见表
!

)

!3$$2

例献血

者中#男性占
5!45"X

$

!"2#3

"

!3$$2

%#女 性 占
-$4$5X

$

30-#

"

!3$$2

%(年龄
!$

!

#"

岁的占
-#43$X

#

#!

!

-"

岁的占

#"4!2X

#

-!

!

55

岁的占
2543"X

)

表
!

!

无偿献血者的性别与年龄分布%

4

&

年度 性别
年龄$岁%

!$

!

#" #!

!

-" -!

!

55

合计

2""5

男
!2"- 3-0 03! 2$-!

女
33# /5$ //" 252!

2""0

男
!-/# !"-3 //! #23#

女
!2!# 32# 3"0 #"-2

2""/

男
!3#0 !22/ 3-2 -!"5

女
!325 !"$5 !"/" -"$"

合计
$/-- 53$$ 5!5" !3$$2

'

!

讨
!!

论

本州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来#献血人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

变#主体人群已由原来较为固定的农民卖血者转变为年龄跨度

大,覆盖面广,更近自然人群的1健康2无偿献血者*

!

+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2""0

年采血人数比
2""5

年增加了

3/#

例#比上年增长
!$4!5X

(

2""/

年采血人数比
2""0

年增加

了
!$5"

例#比上年增长
2342"X

(男,女所占的比例没有大的

变化)而在同一年度女性献血者较男性献血者要少#这可能是

因为!女性较男性在生理上易紧张,恐惧#且较男性要胆小#在

是否献血上容易犹豫不决#影响了参加无偿献血的比例(其次

女性所特有的生理因素#也使得女性献血的比例小于男性)因

此#适时的对某些犹豫不决的女性加以鼓励#打消其顾虑#以动

员更多的女性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行列)

从年龄上来看#

!$

!

#"

岁组所占的比例最大#

2""5

年为

-"43/X

$

2!3/

"

5#02

%#

2""0

年为
-2433X

$

20$0

"

0##5

%#

2""/

年为
-/4!/X

$

#$0!

"

$!$5

%)这是由于青年人对新事物接受

能力强#身体状况也较其他年龄组好#因而参加无偿献血积极

性高#所占的比例也就大)而
#!

!

-"

岁所占比例少于
!$

!

#"

岁组(

-!

!

55

岁组所占比例又少于
#!

!

-"

岁组#这是因为!随

着年龄的增长#其身体状况与
!$

!

#"

岁组相比稍差#可因某种

疾病的影响不能参加无偿献血(另外因年龄的关系#考虑问题

较多#接受程度也就低#对无偿献血仍存有某些顾虑#使得所占

比例也就随之减少)这就需要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大宣传

力度#从中年人更应参加无偿献血这个角度#多讲解献血有益

健康的生理知识#促使中年组献血比例加大)

2""/

年与
2""0

年相比#在
#!

!

-"

岁,

-!

!

55

岁组又有较

明显的增长)

#!

!

-"

岁组
2""0

年较
2""5

年增加
$3$

例#而

-!

!

55

岁组则增加了
2!0

例(

#!

!

-"

岁组
2""/

年较
2""0

年

增加
#-"

例#而
-!

!

55

岁组增加了
#-"

例#说明随着无偿献血

的顺利开展#参加无偿献血的人群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标志着

无偿献血正逐步为广大市民所接受)数据也证明了加强献血

更有益于中年人健康血液生理知识的宣传大有必要#并切实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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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检测方法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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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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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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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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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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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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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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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6!0026"#

!!

自从
!3$#

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首次分离出引起获得性免

疫缺陷综合征$

,a+(

%的病原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âY

%以

来*

!

+

#

âY

感染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据世界卫生组织

$

_^S

%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h),a+(

%统计到
2""#

年底#

全球感染
âY

"

,a+(

活着的成人和儿童数达到
-"""

万#其中

2""#

年将近
5""

万感染
âY

*

2

+

)

!3$5

年我国首次发现了

âY

感染者#以后每年新发现的
âY

感染者逐年增加#云南

省毗邻世界毒品生产地1金三角2#面临境外毒品侵袭#是艾滋

病重灾区)截止
2"!"

年
!"

月本省共报道
âY

感染者
022##

例#艾滋病患者
2""/2

例#死亡
!!0"3

例)

2"!"

年
!

!

!"

月

全省报道新增
âY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0/"

例#其中
âY

感染者
0$32

例#艾滋病患者
!//$

例#死亡
2"#5

例)随着艾

滋病流行的日益严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中艾滋病患者或

âY

感染者日益增多#医务人员感染
âY

的概率也随之增

加)因艾滋病潜伏期较长#大多数感染了
âY

的人在很长时

期内可以不出现任何临床症状#但其血液,体液等已具有传染

性#可将
âY

传染给他人#并且终生有传染性)临床医护人员

在对急症患者的抢救或手术过程中#难免会接触到患者的血液

或分泌物#因此#及早,准确地检验出就诊患者是否携带
âY

也就成为了医学检验人员的当务之急)目前检测
âY

的方法

有
!""

多种*

#

+

#总体来说可以分为病原检测和抗体检测两大

类)本文就目前较为常用的几种艾滋病检测方法及其优劣叙

述如下)

$

!

病原检测

常用的包括细胞培养$病毒分离%,

*2-

抗原检测和病毒核

酸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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