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毒%侵犯生殖器和皮肤黏膜#最后形成下疳*二期梅毒全身皮

肤黏膜出现梅毒疹#全身淋巴肿大#有时侵犯骨)关节)眼和神

经系统*三期梅毒$晚期梅毒%晚期侵犯全身各器官#并表现多

种多样的症状和体征#病变几乎累及全身各个脏器*机体感染

梅毒螺旋体后#感染后病程的不同机体产生的抗体也不同*一

期梅毒抗体主要是
'

F

U

型#二期梅毒抗体有
'

F

U

)

'

F

T

型#三期

梅毒抗体主要是
'

F

T

型*由于梅毒患者在不同分期梅毒抗体

出现早晚有差异#故临床应同时检测梅毒非特异性抗体与特异

性抗体#以防止梅毒患者的漏诊*

([?)Z'P>

是利用梅毒螺旋体基因工程混合抗原包被在

微孔滴定板上#检测血清中的梅毒特异性抗体#是诊断梅毒螺

旋体感染的依据之一*早期的
)Z'P>

试验采用间接法测定相

应的特异抗体*近些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以及

对梅毒螺旋体表面脂蛋白抗原的核苷酸序列的了解#采用基因

工程的方法#在体外表达得到了梅毒螺旋体的相应特异基因工

程抗原#这种抗原较之从整个梅毒螺旋体经超声波裂解所得抗

原要纯得多#大大提高了测定的特异性#并且
)Z'P>

的测定敏

感性亦高于
([[>

等方法*此外#

)Z'P>

还具有简单)快速和

高通量的优点#应是梅毒血清学诊断试验的首选方法*但其检

测的是梅毒
'

F

U

和
'

F

T

的混合抗体#梅毒
'

F

T

抗体治愈后相

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较高的阳性率#甚至终身阳性#因此#

([?)Z'P>

阳性只能说明正处于感染期或曾经感染过#不能判

断梅毒疾病活动与否#所以不能作为疗效监测手段*

梅毒诊断要根据病史)临床症状)体检及实验室检查等进

行综合分析#慎重作出诊断*实验室应该同时检测非特异性抗

类脂质抗体和特异性螺旋体抗体来检测梅毒*梅毒血清学检

查是诊断梅毒的重要依据#但并非惟一依据#医生应在掌握了

患者的个人生活史及体检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梅毒血清学检测

结果#排除假阳性)假阴性情况#作出正确的诊断*由于梅毒属

于性传播疾病#有些患者治愈后隐瞒病情#造成试验结果与实

际不符*由于各个实验室所选用的实验方法不一#灵敏度不一

样#结果会不一样*从本实验结果看#

)Z'P>

最灵敏#用它过

筛最好#可减少漏诊)误诊#报告结果时应将各试验方法同时

报#为临床梅毒诊断提供全面的参考依据#特别在医疗纠纷不

断增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证实验室安全*

实验室应该经常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本科室对梅毒检

测
<

种试验都报告#检测的
([?)Z'P>

阳性标本是用两种试剂

来比对的#结果一致#对于
)Z'P>

阳性)

(Y=P(

和
([[>

同

时阴性的结果#所占比例很高*

实验室应不断完善每个项目检测的可靠性#尽可能为临床

提供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的检验项目#由于各种原因#每个项目

不可能都做到这一点#临床医生会根据实验室的结果做出诊

断#但实验室出具的报告只能供临床参考*不能片面夸大实验

结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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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是西门子公司推出

的一款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大型免疫分析仪#利用化学发光和磁

性微粒子分离技术#广泛用于内分泌激素)过敏原)心肌标志

物)肿瘤标志物)贫血系列等重要指标的测定+

%

,

*仪器自带冷

藏系统可长久保存试剂#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更换试剂及消耗

品#具有随机)持续)急诊功能*本科室已安装使用一年多#在

日常维护和标本检测中经常出现的一些报警以及处理方法介

绍如下*

$

%

%故障代码
9##%<#92/1DJJDEDJCA,JH,N

储水瓶低和

!##%<%# 2/1DJEDBE,JDJJ,J

水瓶传感器错误#导致日保养

失败*

故障分析及解决办法!可能原因$

%

%水桶未连接或已空(

$

$

%打水泵)传感器)配件及管路损坏漏气或未连接正确($

<

%储

水瓶未安装好等*储水瓶具有两根长短不一的玻璃棒作为液

面传感器#当长玻璃棒露出液面时#水泵会自动加水#当短玻璃

棒浸入液面时#水泵停止工作#从而保证了储水瓶中一定的储

水量*最初观察控制液面检测器的电路板#发现两根玻璃棒连

接的指示灯不能及时反映液面的变化#认为可能是玻璃棒传感

器有问题需要更换*但是更换之后问题依然存在#且在供给状

态上显示
E/-

.

HAB

F

E1,

.

DI

*后经过反复观察#在拉动前面分配

器处#偶尔发现传感显示正常*发现问题出在连接传感的线路

松动造成液面检测失灵*重新处理连接传感的线路后#故障

解除*

$

$

%故障代码
!###7%<>E

.

AJ/1Dg 2/EG

!

aAE

.

DBED%IA?

HL1DJAE,MMHABD

分配口
%

稀释器离线和
!###7$">E

.

AJ/1Dg

2/EG

!

YDELE

.

DBIIAHL1DJAE,MMHABD

二次循环稀释器离线#导致

检测系统和管路系统均出现故障*

仔细查阅该报警的解决方案#其解决方向是复位过程中发

生错误#当防止分配口和二次循环稀释器恢复时或遇到错误的

极限位置*逐一分析并排除了部分可能原因$如!供水部分管

路连接有误)储水瓶传感器失灵)管路进人气体)水泵失灵等%#

又结合去离子水和清洗液的用量极不正常#考虑到仪器安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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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有一年#管路系统经常受到清洗液)酸碱液等的腐蚀#认为

管路中电磁阀失灵可能性大+

<

,

*后经厂家维修人员查出管路

中控制水和清洗液的电磁阀因长期腐蚀已失效#不能及时准确

加水和清洗液#导致以上问题的发生*更换电磁阀后#报警解

除#仪器系统恢复正常#各项目定标质控全部通过*

$

<

%故障代码
!##%##$ZL-AB,-D1DJ0

O

0HDM/AHLJD

照度计

循环失败和
!##%##%ZL-AB,-D1DJAE,MMHABD

照度计离线#照

度计不能正常运行*

可能原因$

%

%复位过程中发生错误#当防止照度计恢复时

或遇到错误的极限位置($

$

%子系统脱机离线($

<

%底板上的
[+

板有缺陷*仪器不能正常复位#考虑卡杯可能性大#逐一排查

反应杯路径*最后打开光度计#发现反应杯卡在光度计通往废

杯桶的管道内*排除故障后#仪器复位正常运行*

$

9

%黄灯故障代码
:###!#"

环境温度变化或超过特定范

围#连续
<

次后出现红灯故障代码
:####%<=EDJ'B1DJM/0D

H,E10,--LBA0/1A,BNA1G1GDYD/H(A-D

.

J,0DEE,J

用户界面与

实时处理失去通讯*系统停止测试*

>ICA/+DB1/LJ_[

从仪器开机就自动检测连接通讯系统#

仪器右侧的一组电路板中有一块电路板叫做
Y(

板#负责用户

界面与实时处理通讯*由于仪器温度环境要求很高#当仪器内

部散热通风不良#导致仪器
Y(

板上的芯片及内存过热发生松

动#进而导致
Y(

服务终止*最后把仪器搬进恒温空调房中

后#故障排除*

综上所述#

>ICA/+DB1/LJ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临床应用广

泛#操作简单#故障率较低*出现问题后#应按仪器报警指示一

一查找可能原因#仔细观察#不放过任何细节*要减少仪器故

障的发生#操作人员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严格执

行操作规程#按要求做好日)周)月)年等仪器保养+

$

,

*并对仪

器的保养)维护和故障处理详细记录以备查*实验室应保持室

内清洁和合适的温)湿度#及时清洁仪器表面和空气滤网#防尘

防静电#这可大大降低
>ICA/+DB1/LJ_[

的卡杯率*日常工作

中#操作人员还应留意仪器运行中是否有异常情况#如异常的

噪音等*定期请专业人士检查维护#及时更换损害严重或到期

的部件#以保证仪器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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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临床治疗和抢救患者重要手段之一#实施安全输血

工作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各级医院高度重视*为保证科

学)合理使用血液制品#达到安全)有效的输血治疗目的#降低

输血风险#避免因输血引发的医疗纠纷发生#建立健全输血工

作中相应的质量控制体系实为安全输血工作重中之重*

$

!

建立完善管理体系

$6$

!

完善医院安全输血管理)监督机构#建立由医院业务院

长)医务科科长)检验科主任)输血科主任及感染办主任为成员

的医院输血管理委员会#指导)监督输血日常工作的安全进行*

$6/

!

提高全科工作人员对安全输血的认识#正确认识检验科

在切断血液传播疾病过程中的关键性地位和作用#使本科室工

作人员正确认识自己的岗位在确保血液制品安全中的重要性#

以阻断从血液传播疾病的途径*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认真

执行从实验室)着装)采集)运输)血清标本发放)废弃物处理)

消毒等
!

个方面的安全规程#建立健全质量)职责)标准操作规

程$

P4[

%)记录+

%

,

*

/

!

健全制度+加强人事管理

/6$

!

按输血科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内容包括考

勤制度)值班制度)各岗位操作制度)各室质量控制及仪器使用

管理制度)质量责任追究等制度#使所有制度相互衔接#并在实

践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6/

!

加强输血科科内人事管理#积极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不

断提高本科室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科室工作人员素质的高低#

直接影响到血液制品的质量*将本科室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

教育和业务知识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树立科学严谨的工作态

度#培养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树立高

度的工作责任心#这是保证安全输血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有计

划地组织本科室工作人员学习相关业务知识#促进专业人员不

断学习别人先进经验#及时了解或掌握最新知识)最新技术)最

新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保证输血各项检测的准确性*定

期安排本科室工作人员参加岗位对口培训提高专业技能*要

求本科室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继续教育和远程教育学习*

/6'

!

设置质控监督员#监控每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及时

向科主任和质量控制小组汇报*通过设立质监员自查和互查#

使出现的问题及时得以纠正*

/61

!

规范各项工作流程#如-取血流程.)-紧急用血流程.等#

使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能顺畅进行各项工作#以及在遇到各种

事情时指引工作人员进行正确)快速地处理#标准规范地完成

每项工作*

'

!

重视血液各项检测指标的质量控制

'6$

!

制订了每个项目检测的作业指导书#严格执行输血科的

标准操作规程#输血科
P4[

是所有员工在全部检测工作中都

必需遵守执行的指导标准#并且也是保证各类检测质量的重要

措施#要求每个操作者都熟知理解#并按
P4[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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