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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物品管理中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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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库房领取一次性物品后

要严格核对该物品的规格-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数量-

外包装及内毒素-细菌的抽检结果)专人管理#分类放置#凡

进入体内的#如空针-输液器等#其外包装均要清洁后才进入)

该室每周一次大扫除-紫外线灯照射-湿度
/#2

-温度
,!Y

#

其他如棉签-手套等另放一室#每周一次大扫除#紫外线灯照

射-湿度
/#2

-温度
,!Y

#二者均应通风良好)一次性物品按

有效期顺序发放#每月清点数量)一次性物品存放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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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离顶
!#CH

-离墙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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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收-下送中的细节
!

下收下送是保证无菌物品不受污

染及物品数量不出差错)严格对接窗口#清领单)护士下送物

品时手的消毒#实行专人负责制#加强下送无菌物品车的管理#

建立发放账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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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1$

!

护理缺陷下降#合格率上升
!

有效的细节管理#大大减少

了护理缺陷的发生*

,4$

+

)科室出现的护理缺陷数由每年
-

起下

降为
"

起)科室在全院护理质量例次检查中均优秀#无菌物品

检测合格率为
"##2

#灭菌锅生物监测率为
"##2

#一次性物品

内毒素及细菌学检测合格率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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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医院感染率#保证了患者医疗安全
!

见表
"

)

/1'

!

增强了科室人员的进取心
!

全方位的细节管理#满足了

护士的个性化需要#激励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护士对科室管

理的满意度为
0-2

)

表
"

!

实施细节管理前后医院感染率比较

项目 出院人数 感染人数 感染率$

2

%

实施前
$/### $!0 #1#"#

实施后
."### .! #1##"

'

!

讨
!!

论

通过实施供应室的细节管理#提高了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和

积极性#提高了护士的自我防护意识#有效地预防了医院感染

的发生)培养了护士的慎独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提高了个

体的工作能力及科室的服务质量)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节约

了成本#为医院创造了经济效益)使本院供应室逐步走向科学

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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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怀孕妇女乙型肝炎"下称乙肝#病毒感染情况$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乙肝病

毒"

[̂Q

#标志物$结果
!

,,!

例怀孕妇女
[̂Q

感染者
".

例!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B+

@

#阳性&乙肝病毒
6

抗原

"

[̂6+

@

#阳性&乙肝病毒核心抗体"抗
4̂ [C

#阳性
0

例!乙肝病毒
6

抗体"

[̂B+

@

#阳性&抗
4̂ [6

阳性&抗
4̂ [C

阳性
!

例!有免疫力者
-#

例$结论
!

围生期检查
[̂Q

标志物是降低新生儿感染率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

孕妇'

!

乙型肝炎病毒'

!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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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下称乙肝%是由乙肝病毒$

[̂Q

%引起的#以肝

脏炎性病变为主并可引起多器官损害的一种传染病*

"

+

#是当前

我国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传染病#我国人群
[̂Q

携带者约

占
"#2

)胎儿可通过胎盘感染#分娩时吸入羊水-产道血液以

及出生后哺乳及与母亲密切接触感染)严防乙肝母婴垂直传

播#孕妇检查
[̂Q

标志物尤为重要)本文将本院近
!

年的

,,!

例孕妇
[̂Q

感染情况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

例孕妇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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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妇保门诊#年龄
,#

!

$!

岁)

$1/

!

标本采集
!

静脉采集空腹血液#离心分离血清)

$1'

!

仪器
!

电热恒温水浴箱和洗板机#电热恒温水浴箱由姜

堰市新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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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Q

标志物#

试剂盒由潍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操作步

骤进行操作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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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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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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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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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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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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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核心抗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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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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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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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抗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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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抗
4̂ [C

$

b

%$小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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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免

疫力者
-#

例#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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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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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郊怀孕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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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情况

模式
[̂B+

@

抗
4̂ [B [̂6+

@

抗
4̂ [6

抗
4̂ [C

人数

大三阳
b d b d b 0

小三阳
b d d b b !

携带者
b d d d d .

有免疫力
d b d d d -#

!!

注!

b

表示阳性#

d

表示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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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种肝炎病毒引起的以肝脏损害为主的

一组传染病#主要包括甲-乙-丙-丁-戊型肝炎#近年来还陆续

发现了己-庚型肝炎等)临床表现主要是食欲减退#疲乏无力#

肝脏肿大及肝功能损害#部分病例出现发热及黄疸#乙型肝炎

易发展为慢性#少数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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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
UR+

病毒#属嗜肝
UR+

病毒科#在体外抵

抗力很强#紫外线照射#加热
/#Y.<

及一般浓度的化学消毒

剂$如苯酚-硫柳汞等%均不能使之灭活)需
/#Y

持续加热
"#

<

#煮沸
"##Y ,#H>A

#高压蒸汽
",, Y "#H>A

或过氧乙酸

$

#1!2

%

%1!H>A

以上灭活*

.

+

)

[̂Q

主要通过输血及血液制品-使用污染的注射器或针

刺等-母婴垂直传播-生活上的密切接触及性接触传播)

乙肝是当前我国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传染病#我国人群

[̂B+

@

携带率约
"#2

#其中北方各省较低#西南方各省较高#

农村高于城市*

!

+

)本文中
[̂B+

@

阳性率为
-2

#远远低于文

献报道#可能由于近年国家加强对传染病预防的宣传力度增

强#人们对此病的重视#加强预防的原因)并且有免疫力者达

到了
$/2

#加之近郊妇女生育年龄普遍比城市提前#这类人群

还没进入社会#避免了很多感染机会)

保护婴儿以切断母婴传播是预防重点#对
[̂B+

@

阳性尤

以
[̂6+

@

亦呈阳性的产妇所生婴儿#出生后必须立即注射乙

肝特异免疫球蛋白及$或%乙肝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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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乙肝的诊断方法比较明确#但感染后就很难治愈#重点是

预防#而围生期检查
[̂Q

是降低新生儿感染率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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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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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
L[

病毒感染者的肝脏损伤情况$方法
!

对
!!

例
L[

病毒
UR+

阳性血清和
!#

例健康体

检者进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N&

#检测$结果
!

L[

病毒
UR+

阳性者
+N&

均值

为
".-1"(

%

N

!中位数为
..(

%

N

'

+)&

均值为
"%%1!(

%

N

!中位数为
..(

%

N

$健康体检者
+N&

均值为
,#1-(

%

N

!

中位数为
,!1%(

%

N

'

+)&

均值为
"01$(

%

N

!中位数为
,#1!(

%

N

$

L[

病毒
UR+

阳性者血清肝酶
,

项指标均明显

增高!与健康体检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L[

病毒感染者的
+N&

和
+)&

升高!普遍存在肝损

伤!应及早进行相应的检查以明确诊断!以便进行合理治疗$

"关键词#

!

L[

病毒
UR+

'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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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病毒是
L

8

B;6>A

和
[?::

于
"0/.

年成功地将
[E:K>;;

非

洲儿童淋巴瘤细胞通过体外悬浮培养而建株#并在建株细胞涂

片中用电镜观察到疱疹病毒颗粒而命名)

L[

病毒是一种嗜人

类淋巴细胞的
UR+

疱疹病毒#是引起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的主要病原体#而且还与多种人类疾病有关#病变可涉及全身

各个系统和器官*

"

+

#人感染后可成为终生潜伏性感染)

L[

病

毒感染是临床的常见病#但国内对患者发病期的肝脏损伤情况

的报道少见#为了解患者发病期的肝脏损伤情况#对来本院就

诊治疗的
L[

病毒阳性患者和健康体检者的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

+)&

%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N&

%进行了检测#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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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

!

标本
!

收集
L[

病毒
UR+

阳性标本
!!

份#检测血清)

所有标本来自住院患者清晨空腹血#采用密闭真空管采集#

$###:

"

H>A

离心分离血清#选用无脂血#无溶血标本#年龄

"#

!

-#

岁#男
$!

例#女
,#

例)健康体检者
!#

例#年龄
,.

!

!0

岁#男
$#

例#女
,#

例#经体格检查及有关检查未发现任何

疾病)

$1/

!

仪器与试剂
!

L[

病毒
UR+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fg4

*P'

%所用仪器系美国
+[M

公司生产的
+[M%$##

自动荧光
*P'

仪#试剂盒由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诊断中心提供(

+N&

-

+)&

由奥

林巴斯
,%##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试剂盒由上海中生公司提供#

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规程及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检测)

$1'

!

方法
!

L[

病毒
UR+

应用
fg4*P'

#所有实验严格按试

剂说明书进行#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N&

-

+)&

用速率法

按使用说明书及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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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L[

病毒
UR+

阳性者与健康体检者检测

结果数据呈非正态分布#以均数及中位数描述)以
)*))"%1#

统计软件包的
I>9C575A

秩和检验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病毒
UR+

阳性者与健康体检者的血清肝酶测定结果

见表
"

)检测结果表明#

L[

病毒
UR+

阳性者血清肝酶各项指

标均明显增高#与健康体检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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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血清肝酶测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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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组别
&

+N&

-

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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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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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UR+

阳性者
!! ".-1" ..1# "%%1! ..1#

健康体检者
!# ,#1- ,!1% "0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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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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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人体重要生物转化器官#当肝脏受到体内外致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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