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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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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在献血者中开展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1

$筛查的可行性%方法
!

通过对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例无偿献血者进行
3/1

筛查!将其筛查结果与同时期
)

年内实验室无偿献血者
3/1

检测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

在无偿献血者中!再次献血不合格率"

+',(2

$较初次献血者"

#$'5*2

$偏低!复检不合格

率"

,'5&2

$较初筛"

%'+$2

$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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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献血前
3/1

筛查!

&$#$

年
3/1

不合格

率较
&$$+

年和
&$$%

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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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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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不合格主要与献血前饮酒"

&('$$2

$&疲劳

"

&%'($2

$等相关%结论
!

在献血前开展
3/1

项目的筛查!既保护了献血者的身体健康!也有效避免血液不必要的

浪费!节约了血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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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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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肝功能检测指标之一#

也是2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3$

TQ#+5(*4&$$#

&中要求的献血者

血液检测的必检项目#然而在无偿献血中#献血者因
3/1

升

高导致血液报废率增高#造成极大的血液资源的浪费#备受社

会各界的关注)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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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例

无偿献血者进行
3/1

筛查#将其筛查结果与
)

年内同时期实

验室无偿献血者
3/1

检测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现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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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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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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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至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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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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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偿

献血者的血液标本#每份标本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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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合格标本均

进行初*复检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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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罗氏干氏生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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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设

备!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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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标仪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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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

用罗氏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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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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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试剂为北京端瑞#批号

为!

&$$+$(#&

*

&$$%$&#$

*

&$#$$5&(

%质控标本初检为北京倍肯#

批号为!

\Z$)$5

*

\Z$%$&$5

*

\Z#$$&$5

*

\Z#$$&$#

%复检为北

京端瑞#批号!

&$$+$($%

*

&$$%$&#$

*

&$#$$,#&

)

$''

!

方法
!

筛查用罗氏试干氏试纸法*初检为速率法*复查用

赖氏比色法)所有操作严格控制按照试剂说明书#每次操作均

设质控血清)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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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所

有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用
!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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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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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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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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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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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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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献血者的血液标

本均进行
3/1

筛查#合格标本均进行初*复检检测)将其分为

初次献血或再次献血两类人群)结果显示#在无偿献血者中#

再次献血不合格率较初次献血者偏低#复检不合格率较初筛偏

低#开展
3/1

筛查较未开展
3/1

筛查不合格率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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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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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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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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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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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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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比较#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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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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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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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3/1

不合格献血者现场问询和电话咨询其原因#

主要有献血前饮酒*休息不好*感冒或患有其他疾病#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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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献血者原因分析

项目
+

百分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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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总例数
,)*( K

不合格例数
,&* K

饮酒
#)* &('$$

疲劳
#,( &%'($

感冒*身体状态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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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病毒性肝炎或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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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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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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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的
3/1

主要分布在肝脏#其次为肾脏*心脏*肌肉

和红细胞内#其增高的原因除了由病原体$乙型肝炎病毒*丙型

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及其他尚未认识的病原体&感染

引起肝胆疾病*心血管疾病*骨骼肌疾病及某些药物的毒性作

用外#一些生理方面的因素也会导致
3/1

的非特异性升高#

如剧烈运动*饮酒*睡眠不足*过度疲劳等#有
+#2

单纯
3/1

升高可能由非肝炎因素升高+

#45

,

)从表
)

可以看出#因饮酒*睡

眠不足造成
3/1

不合格的原因明显高于其他原因#这与广元

地区人群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关系#针对这一情况#应加强献

血前的征询工作#尤其是征询献血前是否饮酒*睡眠不足等#因

3/1

不合格为非病理原因的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到正常#应

劝导因这些原因的献血者暂缓或延期献血#保护献血者队伍)

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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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初次献血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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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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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献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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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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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过筛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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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率
,'5&2

#表明
3/1

不合格是无偿献血中血液

报废的主要原因之一#直接造成了血液大量的报废和血液资源

的浪费)从表
&

可以看出#经过开展
3/1

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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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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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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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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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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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率$

%'$*2

&低)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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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的原因

有许多#也是不可控的+

,4*

,

#但在无偿献血工作中应针对其原

因#加强征询工作#并通过
3/1

筛查#防止
3/1

不合格的献

血者参加献血#既有效地防止血液不必要的报废#节约了血液

资源#同时也有效保护了献血者的健康#保护了献血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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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和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治疗糖尿病及预防其并

发症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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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血

液中的葡萄糖和血红蛋白经过不可逆的非酶促反应而结合形

成的产物#稳定性好#稳定时间长#目前国外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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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

测作为糖尿病疗效判定和调整治疗方法的0金指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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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血液中葡萄糖与清蛋白和其他蛋白分子发生非酶糖化反应

形成的#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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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反映的是一个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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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单独

检测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三者联合检测可以互为补充#能全

面地对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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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情况作出正确判断#为临床医师制订治

疗方案提供了更为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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