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婴儿是否感染
XPV

的诊断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前病毒

'S9-",

检测法对出生
7%)

内的婴儿检测敏感性为
4%c

#

出生
!

周的婴儿检测敏感性达
14c

*

$$

+

,

'0'

!

XPV

核酸定量检测
!

目前
XPV

核酸定量检测技术主要

有
,&+-",

)分支
'S9

信号扩大系统$

J'S9

%)核酸序列依赖

的扩增系统)转录介导的扩增系统$

&(9

%

*

$!

+

,

,&+-",

法主要是在
,&

作用下
XPV ,S9

变成双链

'S9

分子使引物与各链
'S9

结合#在
'S9

合成酶作用下产

生大量单链
'S9

,经反复循环后使原有的
XPV,S9

扩增底

物大量产生#进行定时测定,

J'S9

法是通过将捕捉到的病毒

基因信号扩增直接检测
,S9

,核酸序列依赖性扩增法是裂解

样品中的病毒颗粒和细胞#释放出核酸#在其缓冲液中加入人

工合成的
,S9

作为内部控制系统#在二氧化硅参与下#将样

品中的
,S9

与人工合成的
,S9

同时扩增#检测两者扩增产

物,

&(9

法的技术原理是利用
(6V

逆转录酶及
&3,S9

聚

合酶两种酶进行核酸扩增后进行检测,

'01

!

实时荧光定量
-",

$

Th+-",

%

!

Th+-",

的原理是使用

荧光基团标记探针#

#b

端标记荧光基团#

4b

端标记淬灭基团#在

没有
-",

扩增时#由于荧光基团和淬灭基团空间距离很近#使

荧光基团被淬灭#不发荧光(当
-",

扩增时引物与荧光标记的

特异性探针同时结合在模板上#荧光标记的探针与模板结合的

位置位于上下游引物之间#利用
&B

d

酶的
#b+4b

外切酶活性#将

荧光探针水解#荧光基团被释放出来#由于在空间上与淬灭基

团分开#则发出荧光#发出的荧光则可以被荧光探头检测到#一

过扩增#一边检测#这样就实现了.实时/检测*

$4+$7

+

,

1

!

基因芯片检测技术

该技术起始于
!.

世纪
1.

年代#

U:]B>

等*

$#

+通过对
XPV

基因组分析#将病毒的高度保守序列作为鉴定指标#将这些特

定的寡核苷酸片段作为探针#有规律地排列于固相支持物上#

然后与待测的标记样品的基因进行杂交#经过计算机系统进行

分析得出结果#后来由
XBH*;?

等*

$.

+应用到
XPV

实验室检测,

XPV

的实验室检测正朝着早期)快速)敏感)准确)自动化

方向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一些新的技术会逐步应用到这一

领域#使
XPV

的诊断和治疗技术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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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筛查对献血不合格率的控制作用

王
!

磊!黄公昌!姜悦波"青岛市中心血站胶州采血点
!

!//4..

#

!!

"关键词#

!

供血者&

!

丙氨酸转氨酶&

!

普查

!"#

!

$%&'()(

"

*

&+,,-&$)./0(122&/%$$&$3&%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17##

"

!.$$

#

$%+!!#/+.$

!!

随着0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的实施#我国的献血工作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胶州地区不断加大无偿献血工作的

宣传力度#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技术水平#使本地区临床用血自

$11%

年以来已全部来自无偿献血#献血人数逐年上升#献血工

作成效显著,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献血

者检测不合格的情况#因此#有效控制献血不合格率#减少血液

浪费#一直是献血工作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

+

,为此#

!.$.

年本站引入了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96&

%筛查机制#在血液采

集之前用半自动生化分析仪对献血者的血液样品进行
96&

测试#希望以此筛查出
96&

不合格的献血者#从而减少献血

不合格情况的发生,本文对本采血点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无偿献血者的献血不合格情况进行了$下转第
!!1$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6BJ(;D">EC

!

Q;

=

@;8J;?!.$$

!

V:>0%

!

S:0$%



直至熟练操作,在具体操作时教师和学生一同动手#确实保证

结果的准确性(在转组考核中#均考察手工操作项目的准确性

和能力比对#如血小板手工计数,通过加强操作技能训练#实

习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得到不同程度提高,

2

!

加强低学历人员的理论知识培训'增强其自信心

由于中专学生相对于高学历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刚来院与

高学历同学一起实习时#部分学生有自卑感#有的怕说错而不

敢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有的只问而不动脑筋思考或主动查阅

相关课本)书刊,针对这一特点#在实习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常

鼓励和启发他们要有自信心#要理论与具体工作相结合#如通

过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病毒标志物检测操作和结果分析#帮助

他们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O6PQ9

法%中双抗体夹心法和竞争

法的理解(掌握乙肝病毒标志物结果报告中不同模式的临床意

义#并结合实习时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定期给他们上小课#开展

病例教学,为培养他们建立正确的实验诊断思维和应用知识

的能力#带教教师在教学中常引入临床病例分析的方法#这种

教学方法紧密联系临床#生动有趣#启发思维#加深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效果良好,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不明白的

地方要大胆地和教师进行有效沟通#要学会查阅书本和相关资

料#思考总结后再反馈给教师#培养他们独力思考和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要求他们写好实习笔记#写下实习的所学)所感#

并定期抽查)批改#让他们学有所得#学有所感#把被动学习变

为主动学习#为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作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人

性化带教实习#他们的动手能力和自信心有不同程度提高,

)

!

生活上给予更多关爱

由于实习学生年龄比较小#生活上教师们会给予更多的关

心和帮助#让他们感到检验科有家的温暖,虽然工作时要求严

谨#但在生活中各位教师尤其是本科室的青年文明号的号手们

常和他们如朋友一般交流,

为了更好地带教#教师每周四都要进行三基学习#教师们

有目的地去教#学生们有目的地去学#从学校教学到临床检验

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过渡#使中专学生在知识)动手能力和心

理上做好准备#做到有的放矢#克服自卑心理)增强自信心#激

发他们的实习积极性#从而收到良好的实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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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1

年
$

月至
!.$.

年
$!

月#胶州地区采血

点接受自愿无偿献血者人数及不合格情况统计数据,

$0/

!

仪器
!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1!..

,

$0'

!

方法
!

献血前体检合格后#采集献血者静脉血
!86

离心

取血清,使用半自动生化分析仪对血液样品进行快速筛查检测

$因数!

$/4#

(反应温度!

43N

(主波长!

47.

(次波长!无(延迟时

间!

7.*

#反应时间!

#.*

(进样量!

#..

!

6

#

3#.

!

6

试剂
e3#

!

6

样

品混匀,正常值小于或等于
7.

!

6

%#检测合格后方可献血,

/

!

结
!!

果

本站按照0血站基本标准10血站管理办法1#血液采集后进

行
96&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X\*9

5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

X"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XPV

%以及梅毒抗体$抗
+

&-

%等项目检测后#其采血点在半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前和使

用后血液检测结果及阳性率对比见表
$

)

!

,

表
$

!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前后
96&

检测结果

对比项目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合计 阳性率$

c

%

使用前
#1. /$47 /3!7

%0%

!

使用后
$$# /##7 ///1

$03

"

!!

注!与使用前比较#

!

!

_444

#

!

#

.0.$

,

表
!

!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前后
X\*9

5

)抗
+X"V

)

!!!

抗
+&-

)抗
+XPV

检测结果

对比项目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合计 阳性率$

c

%

使用前
$4. /#17 /3!7

$01

!

使用后
$!4 /#7/ ///1

$0%

"

!!

注(与使用前比较#

!

!

_.0$7

#

!

$

.0.#

,

'

!

讨
!!

论

病毒标志物的筛选检测是排除带病毒阳性血液)避免带病

毒血液用于临床导致受血者感染病毒#提高输血安全性的有效

手段*

!

+

,目前除常规执行的
X\*9

5

)抗
+X"V

和抗
+XPV$

"

!

外#

96&

作为检测肝炎的非特异性指标#对减少输血传播肝炎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4

+

,本采血点在工作的同时也加强了这方

面的宣传#适时地告知献血者可能引起转氨酶升高的各种因

素#如肝病)献血前吃太油腻食物)饮酒)服用某些药物等等#让

他们在献血前加以注意,从表中可以看出#由于献血前使用半

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96&

#血液检测总不合格率从先前的

%0%c

降低到
$03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除
96&

外的其他
7

项指标使用半自动生化分析仪前后#其结果阳性率无明显差

异#说明献血前进行
96&

筛查非常必要#它也降低了采集时

和采集后血液检测以及成分制备中的各项成本#减少了血液浪

费#使输血的安全性得到显著提高*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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