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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具有年龄优势#文化素质高#献血的动机是奉献爱

心#积极热情#血液合格率高于其他献血人群#是理想的低危献

血者*因此大学生是血细胞分离机采集$机采&血小板队伍理

想的招募对象*同时在实践过程当中#对大学生机采队伍的动

员和招募成功率也是高于其他人群*但在实际采集过程中#由

于精神因素)心理因素)身体因素)睡眠情况)饮食结构等因素

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献血反应#献血反应高于成年人群#与郑旗

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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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相似*为了减少献血反应#稳定大学生献血队伍#

通常会选择体质量较重)身材较高)血管较粗的献血者*现将

本站近几年的大学生机采献血反应统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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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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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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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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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选取在本站献

成分血的大学生献血人数
!"$(

例次#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体

检标准#机采前对供者进行检测#外周血血小板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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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比容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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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内未服用抑制

血小板功能的药物$阿司匹林类药物&*其中出现献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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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次#献血反应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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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一般献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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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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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离机$美国
R61907<?BA

公司&及

其一次性配套耗材#抗凝剂
'%%

毫升"袋#

*O],*

配方$山东威

高集团高分子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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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采集前将供者血小板计数)性别)身高)体质量等

数据输入机内设定程序#全血与抗凝剂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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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采血小板产品单份治疗量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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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机采血小板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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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反应记录
!

献血前常规健康征询#经过体检和化验#

根据机采血小板的要求来筛选符合条件的献血者#采用
NOS

i

细胞分离机采集血小板*根据献血反应记录情况#主要以面

色苍白)头晕目眩)恶心)呕吐)抽搐)失去知觉)血肿及淤斑等

临床症状为主要的献血反应*以上献血反应的主要原因是心

理因素)体质因素诱发的应激反应和局部的临床症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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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经过献血前有针对性的招募)采前详细征询)体检后综合

判断和淘汰)采中娴熟护理)采后的休息和回访等措施#大学生

机采献血反应逐渐下降*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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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学生机采献血反应情况

年份 大学生机采例次 献血反应例次 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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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大学生机采献血不良反应的统计分析和重视#并根

据献血者的具体情况#一对一的区别对待#通过献血前)中)后

的技能护理和心理护理#献血反应比例逐年下降*现将献血反

应具体情况和具体护理措施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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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机采不良反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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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
!

心理因素是大学生发生献血不良反应的主

要原因#特别是对于初次献血小板者*采血前虽对献血者进行

相关血液知识和血小板采集原理等讲解和说明#而个别大学生

因心理承受能力欠佳)性格内向等#精神仍会高度紧张)恐惧#

而出现晕血)晕针等不同程度的献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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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因素诱发应激反应
!

献血者体质因素#如身高)体

质量)年龄)疲劳程度等若不处于最佳状态#则献血反应的发生

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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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刺激
!

穿刺或拔针时对局部刺激产生疼痛#皮肤

神经末梢产生刺激#全身神经高度紧张#反射性引起广泛的小

血管扩张#血压下降#脑供血不足#发生献血反应.

&

/

*

'#/

!

大学生机采献血反应的护理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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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
!

以上大多数献血不良反应都是心理因素引

起#所以一定要做好献血者的心理护理*心理护理贯穿机采血

小板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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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前的心理疏导#为献血工作打下了

良好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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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集过程中#通过亲切交谈#了解他们

的思想及对献血生理常识的掌握情况#以便在献血过程中有针

对性地进行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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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护理措施
!

$

!

&采前注意详细和大学生献血者

进行沟通#重点介绍他们关心的话题#尽可能地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消除献血者的顾虑*$

"

&依照,献血者健康体检标准-#询

问饮食情况和睡眠以及精神状况等#根据体检结果综合判断能

否献血小板*筛选献血者时#尽可能地选择体质量)身高)血细

胞计数等超过临界值的献血者#把好筛选和淘汰关#尽量选择

男性大学生机采#性格开朗)体质量等符合条件的女大学生也

可以是成分血招募的对象*$

&

&采集过程中#口服葡萄糖酸钙

口服液预防枸橼酸盐不良反应*根据情况#首先对献血者进行

心理干预#分散献血者的注意力#要求工作人员技术娴熟#确保

穿刺的成功率*另外还要求工作人员有熟练处理仪器故障的

能力#给献血者安全和信赖感*同时还要进行巡视和观察#及

时发现献血反应的预兆#细致耐心的解释和恰当的鼓励#降低

采集速度或还输速度#献血反应者情绪和症状均可得到缓解*

$

$

&血肿及淤斑的护理*由于穿刺不佳或由于采集时间过长#

献血者手臂活动等原因#造成局部皮下鼓包或血流不畅#工作

人员应立即拔针#以无名指)中指)食指迅速按压穿刺点#及时

拿来冰袋进行冷敷#告知
"$=

后可做热敷#促进血肿消散及淤

血吸收#嘱献血者数日内手臂不能剧烈活动*$

'

&机采后的电

话回访*依照规程
&:

之内必须做好回访和反馈工作#遇有特

殊的献血反应#要做再次)多次的回访工作#必要时登门慰问献

血者#直至无任何不适为止*对初次捐献者进行重点回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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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献血者的身体状况和献血后的心理感受#并进一步询问是否

愿意再次捐献成分血#做好登记和统计工作*

总之#机采血小板献血反应通常较轻微#一般情况下通过

精神安慰)沟通和对症处理均可顺利完成采集#对大学生这一

特殊)重要的群体#有针对性地做好筛选工作和心理护理#大学

生机采献血不良反应比例一定会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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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的仪器设备特别是大型的仪器设备主要集中在检验

科#血站的检验设备是否符合使用要求和持续处于有效)可靠

的状态#对血液质量和临床输血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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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站质量管理规范-和,血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明确要求

必须建立和实施设备确认)维护)校准和持续监控等管理制度#

以保证设备符合预期使用要求*设备确认近年来逐渐成为行

业关注的热点*传统的设备确认主要分为新进仪器设备的开

箱安装确认#以及仪器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进行维修的

维修后确认*作者主要对血站检验科大型关键仪器设备的维

修后确认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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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后确认的程序步骤

在血液检测日常工作中若遇到设备故障#应及时填写,仪

器设备维修申请表-送达血站的设备管理科#由设备科组织人

员或联系厂家工程师前来进行维修#大型关键仪器设备在经维

修更换部件后需进行确认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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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计划
!

实施维修后确认的第一步需要编制确认计

划#确认计划主要就是针对维修后设备的性能指针进行相关的

试验测试#观察试验测试结果是否符合性能指标的预期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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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实施记录
!

按照确认计划的内容进行相应的试验测

试操作#记录试验测试操作的过程和结果#打印性能指针试验

测试原始数据报告)准确性和精密性分析报告等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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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报告
!

如果试验测试结果符合预期的要求#应当出

具合格的确认报告#证明该设备经维修更换部件后#其性能指

针符合预期#可以投入正常使用*最终完整的维修后确认报告

应包括之前的,确认计划-,确认实施记录-以及最后的,确认报

告-#还得附上此次设备维修的,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和维修

记录的复印件等相关的支持性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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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后确认的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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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处理设备的维修后确认
!

前处理设备就是血液检测过

程的自动化加样设备#加样设备确认的关键点在于加样量的准

确性和精密性*现以瑞士
/1B67

公司生产的
YST!'%

智能加

样处理系统为例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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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初始化自检
!

经过维修后能否通过开机初始化自

检是确认此台设备完好的第一步骤*方法!开机运行机器进入

初始化自检过程#观察整个自检过程是否顺畅)完整到位#各项

自检指标是否符合预期要求#过程是否出现异常或者报警#并

做好相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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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指标比对试验
!

将维修后的
YST!'%

加样系统与

同型号的加样系统或者已经校准的加样枪进行相同项目的比

对试验*方法!先使用维修后的
YST!'%

进行某一项目试验的

微板加样#然后使用同型号的加样系统或已经校准的加样枪进

行相同项目相同标本的微板加样#要求比对试验中要有高)中)

低值阳性标本#最后将两块微板加载同一台后处理全自动酶免

分析系统或者在同等条件下手工操作完成试验#通过判断比对

试验结果的一致性#来间接验证前处理设备加样量的准确性及

精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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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器的准确性及精密性测试
!

如果维修加样器比较

关键的部件#也可以邀请厂家工程师带来专用电子分析天平#

进行加样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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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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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重复加样#以称重法计算出准确

性$

Y

&及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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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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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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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理设备的维修后确认
!

后处理设备就是血液检测过

程的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系统#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系统集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

KM̂S*

&过程的孵育)加试剂)洗板)酶标比色

于一体*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系统的维修后确认可以根据相

应的维修部分来进行分开确认#也可以进行全面确认*现以德

国
S?1917A

公司生产的
XKT

0

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系统为例#

探讨其各个部分单元经维修后的分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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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初始化自检
!

内容和方法与前处理维修后确认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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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单元
!

通过温度传感设备监测孵育器的温度是否

符合预设的温度范围$

&+L!

&

`

*方法!运行
XKT

0

自带0

>64?,

:6<?07

1程序#监测孵育器内外温度传感器的温度#监测温度必

须都在温度范围$

&+L!

&

`

内#说明孵育单元通过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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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单位
!

将具有一定吸光度值的液体加样分配到空

白微板上#通过酶标比色来间接判断分配单元加试剂量的准确

性和精密度*方法!事先准备好
XKT

0

专用校准的参考溶液

$

Y1;1517B1A04C<?07A

&

*

)

X

)

O

各一瓶#空白校准微孔板一块*

运行0

>64?:6<?07

1程序将
&

种参考溶液分别加样到空白微孔板

的不同微孔内#通过酶标比色读出相应吸光度值*由于
&

种参

考溶液
*

)

X

)

O

各自具有不同的吸光度值#不同微孔内参考溶

液的吸光度值会随着其加样量变化而有相应变化#从而判断出

分配单元加试剂量的准确性和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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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板单元
!

原理同分配单元#方法!事先准备好参考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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