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床一线护士高度关注的问题*尿潴留是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

手术后发生尿潴留对患者恢复极为不利#由于手术后尿潴留患

者非常痛苦#因此关键在于预防*这要求责任护士要具备深厚

的专业知识#高度的责任感-同情心#以患者为中心*

通过探索发现肛周疾病骶管麻醉术后
/B

内指导患者排

尿#明显减少了尿潴留的发生#表明了在临床当中的可取性#减

少了患者的焦虑及因尿潴留导致的痛苦#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及

满意度#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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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前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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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的意义

沈志云"江苏省盐城市中心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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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输血前受血者血液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梅毒螺旋体抗体
/

项检测的必要性&方法
!

输血前留取受血者血液标本!进行以上
/

项检测&结果
!

乙型肝炎阳

性率为
.%-'d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阳性率为
#%#,d

!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率为
&%/&d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阳性

率为
'%'5d

&结论
!

对受血者进行输血前
/

项检测很有必要!可预防传播!减少输血引起的医疗纠纷&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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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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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在临床治疗和抢救患者中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治疗方

法*输血可传播病毒性肝炎-梅毒及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

#

,

*

近年来#安全输血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传染性疾病的

感染途径多种多样!是输血感染所致#还是患者接受输血治疗

前已被感染#很难界定*近年来#我国经输血造成传染性疾病

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在解决此类医疗纠纷时#由于缺乏患者

输血前血液传染性标志物检查结果作为依据#无法明确是因为

输血而引起#还是患者在输血前就已经感染上了#为澄清事实

和明确责任#为适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举证倒置的原则#

根据卫生部.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受血者进行输血前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TR?+

2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

T7W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T(W

&-梅毒螺旋体抗体

$抗
!8*

&等
/

项血清传染性标志物检测很有必要*作者统计

了本站的输血前血液
/

项传染性标志物检测情况#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

#$

月来本站取血的输血患者共

##&&

例*检测结果反馈到用血医院#并在患者病历中存档*

$%/

!

方法
!

TR?+

2

-抗
!T7W

-抗
!T(W

-抗
!8*

均使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Q)(O+

&检测*检测试剂均由厦门新创公司提供*

所有试剂均使用卫生部批准的检测试验盒#并在有效期内使

用#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采用
O8+]

全自动加

样仪和
V+SQ

全自动酶联检测仪检测#均由哈美尔顿公司提

供*反应性标本进行双孔复查*若被检标本抗
!T(W

检测有反

应性#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查#复查有反应性再送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确认*

/

!

结
!!

果

##&&

例患者输血前
TR?+

2

-抗
!T7W

-抗
!T(W

-抗
!8*

血

清学检测结果#阳性者总数为
#5.

例$

#"%,"d

&#其中
TR?+

2

阳性
##$

例$

.%-'d

&#抗
!T7W

阳性
#,

例$

#%#,d

&#抗
!T(W

阳性
#

例$

'%'5d

&#抗
!8*

阳性
",

例$

&%/&d

&*

'

!

讨
!!

论

乙型肝炎是一种传染性较强的传染病#治愈率较低#严重

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我国是乙型肝炎感染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人群的
TR?+

2

携带率接近
#'d

+

$

,

*本检测结果显示#

TR?+

2

阳性率为
.%-'d

#与人群中乙型肝炎的感染率基本一

致*

T7W

是输血后肝炎的主要致病因子#是我国临床输血与

血液制剂的不安全因素#在健康人群中抗
!T7W

阳性率
#d

"

/d

+

$

,

#本结果抗
!T7W

抗体阳性率为
#%#,d

#与健康人群中的

阳性率一致*对受血者进行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检查#可为

排除输血后肝炎留取重要资料*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

慢性传染性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

传染病之一#其主要传播途径有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

-'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性病又在我国死灰复燃#梅毒

发病人数大大增加#资料显示有日益上升的趋势+

,

,

*本结果

抗
!8*

阳性率为
&%/&d

#阳性率较高*对受血者进行梅毒抗

体检测#可以大大减少因输血引起的医疗纠纷*艾滋病是一种

传播性疾病#主要传播途径有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

人体感染
T(W

后需经过
'%&

"

$'

年#一般
-

"

#'

年的时间才

能发展为艾滋病患者#这段时间称为潜伏期*无症状的
T(W

感染者具有传染性#感染者通常没有不适#日常生活不会受影

响#所以不经过血液检测#被感染者一般不知自己已感染*本

组抗
!T(W

检测阳性率为
'%'5d

#虽然不高#但绝不能低估

T(W

的危害*我国自
#.5&

年发现第
#

例艾滋病患者#我国现

正进入
T(W

感染的快速增长期+

#

,

#加强输血前抗
!T(W

检测很

有必要*

进行输血前血液
/

项传染性标志物的检测#具有重要的意

义*因为受血者输血前
/

项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反馈至临

床#并存档于患者病历中#所以有助于患者及早了解病情#为临

床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和帮助#多数感染者由于对传染性疾

病的传播与防治知识了解很少#由此贻误疾病治疗%可了解本

地区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状况#有助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采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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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效的监测及预防措施#防止疾病进一步传播蔓延%可使临

床医护人员对患者传染性病原微生物携带情况有一个了解#防

止院内感染#避免职业暴露+

/

,

#保护相邻患者及医务人员的人

身健康#对
TR?+

2

-抗
!T7W

-抗
!T(W

-抗
!8*

检测阳性的患者

所使用过的医疗器械-所产生的医疗废物给予明显的标记#严

格消毒#有效地控制医源性传播#对医患双方都具有积极作用%

减少患者与采供血机构的医疗纠纷#采供血机构通过严格验收

评审标准#接受卫生部督导检查#从低危人群中采集血液#提高

检测质量等#在预防和控制输血相关传染病的发生方面取得了

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检测的0窗口期1问题#输血导致血源性

疾病的传播#仍然不可避免*所以#如果患者在输血后一段时

间内发现某传染性标志物阳性#就认为其感染与输血存在因果

关系#其实输血并不是病毒感染的惟一途径*所以进行受血者

输血前
/

项传染性标志物检测#采供血机构可以避免大量医疗

纠纷案件*

受血者输血前传染性标志物检测方法的改进!近年来#为

了缩短病毒检测的0窗口期1#核酸检测已逐步应用到采供血机

构对
TRW

-

T7W

-

T(W

的检测中+

&

,

*输血前患者血标本检测

同样存在0窗口期1问题#目前
Q)(O+

检测结果阴性也不能完

全排除已被感染的可能#所以有条件最好能保存受血者输血前

的血液标本#以备日后处理医疗纠纷时取证#可使用核酸检测

技术#缩短病毒检测0窗口期1#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对被检测

者-医疗机构及采供血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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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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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血尿实验室检验的方法及临床意义&方法
!

#&."

份标本利用干化学尿液分析仪检验!

:V!#''

流式尿沉渣分析仪和光学显微镜进行离心沉渣镜检&结果
!

仪器与镜检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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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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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干化学仪符合率为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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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与干化学仪符合率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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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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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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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红细胞较敏感准确%客观可靠!是一种有价值的鉴别肾

性和非肾性血尿的过筛试验#干化学仪快捷!但假阳性和假阴性率高#显微镜检查法是尿液有形成分检查的金标准&

,

种方法有机结合%交叉互补是血尿检验理想的选择&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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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检查不仅对各种肾脏-泌尿系统疾病-创伤-炎症-结

石-肿瘤等疾病的诊断有意义#而且对种种原发性或继发性急

性和慢性肾小球肾炎或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也有一定的诊

断价值+

#!$

,

*引起血尿的原因有很多#所以确定血尿来源的部

位十分重要*使用尿沉渣显微镜检查-尿干化学法及
:V!#''

流式尿沉渣分析仪$简称
:V!#''

&三者联合检查可提高血尿检

查的阳性率以及肾前血尿-肾后血尿诊断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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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目前较为先进的尿液有形成分分析系统#可识别和计数红

细胞#同时还提供了红细胞形态学信息!如
-'d

红细胞前向散

射光$

]R7!*-'VO7

&-红细胞前向散射光分布宽度
O6

值

$

]R7!V7O!6[

&以及表示非溶血红细胞的
H?K

变化*即可分

辨出红细胞体积大小均一性与非均一性#也就是非肾性红细胞

与肾性血尿#显微镜镜检确证红细胞形态及数量信息以提供临

床分析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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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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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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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分析仪及配套试纸条#质控液均在有效期范

围内*光学显微镜#标准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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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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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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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仪均需在测定前用配套校准物校

准#并在每次测定前用配套质控物进行室内质量控制#仪器方

可正常测试*所有实验使用同一批号质控物*

:V!#''

使用仪

器自动进样器模式#每管样本放置在样本架上自动搅拌与抽吸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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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尿液分析仪操作使用
:V!#''

测试

后混匀的尿液测试*最后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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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测试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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