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根据蛋白质的相对分子质量进行分离#并以尿蛋白中清蛋

白$

+9J

%为界限#比
+9J

相对分子质量小的轻链双聚体-

+

"

微

球蛋白-游离轻链-视黄醇结合蛋白-溶菌酶-

+

,

微球蛋白和比

+9J

相对分子质量大的转铁蛋白-

M

@

S

-

M

@

+

-结合珠蛋白-

+

,

巨

球蛋白
4M

@

O

分别在
+9J

两侧#因此把电泳区带分为生理性蛋

白尿-肾小球性蛋白尿-肾小管性蛋白尿-混合性蛋白尿)健康

人尿液标本中内蛋白含量很少#主要为生理性的蛋白尿#含量

为
!#

!

"!#H

@

"

=

)只有肾小球通透性增高或滤膜缺损时#正

常情况不被肾小球滤膜通过的中-高分子蛋白质$超过
%#a

"#

$

%在尿液中出现才形成肾小球性蛋白尿)当肾小管受损时#

尿液中低分子蛋白$小于
%#a"#

$

%排泄量增大#称为肾小管性

蛋白尿)而混合性蛋白尿是由于肾小管和肾小球同时病变导

致出现了高-中-低分子型的蛋白区带)托过对
/#

例尿蛋白的

电泳图谱分析#此次研究患者以肾小球型蛋白尿的比例居多#

其次为混合型蛋白尿#肾小管型蛋白尿和生理型蛋白尿所占比

例较小#提示糖尿病肾病主要是以肾小球损伤为主#对肾小管

的损伤较轻)并且还发现尿蛋白的含量与肾脏受损程度并不

呈正比#患者尿蛋白定性$

bb

%时#电泳显示肾脏损伤并不局

限于肾小球#还累及肾小管#呈现混合型蛋白尿)而有些患者

尿蛋白定性$

bbb

%#病变仅局限于肾小球#排出的蛋白均为

大-中相对分子质量的蛋白#为部分选择肾小球型蛋白尿)此

外采用
)U)4+SL

非浓缩尿蛋白电泳分析技术#患者尿液不需

要浓缩可直接检测#缩短了实验时间(而且以琼脂糖为琼脂的

主要成分#受固体支持物影响小#支持体的透明度高#提高了检

测灵敏度和敏感度$敏感度为
"!H

@

"

N

%

*

.

+

)还有报道认为

)U)4+SL

与肾活检结果相符#肾活检虽然对肾脏疾病的病理

及免疫分型具有较高的诊断性*

!

+

#但属于创伤性诊断技术#可

能造成出血-感染等并发症状#而且穿刺技术及取材部位也会

影响穿刺的成败#而
)U)4+SL

可以在无创情况下对尿蛋白组

分分析#便于早期肾损伤的诊断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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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工作中职业暴露危险无处不在#接触物多为暴露血

液-体液及被血液-体液污染的物品)尤其是血站工作人员#频

繁接触血液危险物#如果护理人员缺乏必要的防护意识和防护

措施#更易发生职业暴露危险)有调查资料显示#

-#2

的采血

护士被针刺伤过#其中包括证实被带乙型肝炎病毒$

[̂Q

%利

器刺伤者-被带丙型肝炎病毒$

P̂Q

%利器刺伤者和被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

M̂Q

%利器刺伤者)有国外数据显示#职业性意外

刺伤后感染疾病的可能性分别是
[̂Q/2

!

$#2

#

P̂Q

$2

!

"#2

#

M̂Q#1.2

)严峻形势警示职业暴露正威胁着血

站工作人员)加强对血站工作人员血液和体液皮肤黏膜暴露

防护标准操作规程管理#提高血站工作人员防范意识#最大限

度保障血站工作人员的职业安全)

$

!

职业暴露的概念和分类

$1$

!

概念
!

职业暴露是指由于职业关系而暴露在危险因素

中#从而有可能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的一种情况#称之为职业

暴露)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是指医务人员在从事诊疗-护理活动

过程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或传染病病原体#从而损害健康或

危及生命的一类职业暴露)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又分感染性职

业暴露-放射性职业暴露-化学性$如消毒剂-某些化学药品%职

业暴露及其他职业暴露)血站的职业暴露一般指在日常工作

中的操作意外#接触到感染性病原体#如针头刺破-锐器割伤-

黏膜接触-皮肤接触-特别是皮肤有裂口-擦伤-皮炎及大面积

和长时间与感染性病原体接触)主要是皮肤接触-血液接触-

针头刺破-气溶胶-各种有毒溶液和血液的接触等)

$1/

!

分类
!

血站的职业暴露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皮肤损伤#

是发生职业暴露的主要途径#主要是采血护士在采血过程中被

采血针头刺破或在针头处理过程中被刺伤(第二类是黏膜接

触#包括检验-质检人员在化验血液标本过程中离心机气流飞

溅#实验过程中试剂外溅及损伤的皮肤或黏膜与感染性物质接

触(第三类是皮肤接触#包括体检人员在对献血者进行体格检

查时的皮肤接触#采供血人员-血液成分制备人员-检验人员-

血液运输人员意外与血液接触#医疗废物处理人员与感染性废

物的直接接触等情况)

/

!

血站中职业暴露的危险人群

血站中职业暴露的危险人群主要包括采血护士-检验科和

质控科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体检人员(医疗废物处理人员(供血

科工作人员-成分制备科工作人员-血液包装及运输人员等)

'

!

血站职业暴露的原因及分析

'1$

!

采血场所管理不规范
!

采血场所的仪器摆放不恰当#不

符合操作流程#如采血护士在采血过程中#尤其是献血人员比

较多的情况#采血场所秩序比较混乱#人员拥挤#采血护士在采

血-血袋热合的频繁传递中被血袋针头$没有护针帽%无意碰撞

或采血针头未按规定浸泡在锐器盒内等)

'1/

!

操作不规范
!

采血者在静脉穿刺时操作不规范#未佩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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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措施#如操作时未戴口罩-帽子等#在穿刺时血液顺针头斜

面溅出到采血护士身上(采血结束后#拔针时#针尖部分常带有

血丝#针眼按压方式不当或棉球过小(在留取血标本时#血标本

试管放置位置歪倒或打破(在血袋热合时#因热合机调试-操作

不当#被热合的血袋小辫出现渗-漏血现象-甚至出现血液喷溅

现象(离心过程中血袋破损#血液袋被污染等情况都是由于未

按规定的操作规程操作造成的)

'1'

!

精力疲惫
!

血站工作人员尤其是采血护士基本是女同

志#怀孕-妊娠-哺育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体力#恢复体力需

要时间和过程#在人体精力疲惫的阶段从事工作容易发生差

错#警惕性不高#更易导致职业危害的发生)血站工作需要高

度集中#单位的竞争与竞聘等压力#心理承受力不够者#导致工

作时力不从心-注意力分散#更容易引起职业暴露的发生)

'11

!

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

在日常工作中#有些工作人员自我

防护意识淡薄#对职业危害认识不充分#不重视#特别是不按规

定佩戴口罩-眼罩等(对安全防护用品使用不当#佩戴不正确(

操作欠规范#尤其是工作量大时#精力放在工作量上#缺乏对质

的把关#不按标准操作规程操作等(个人业务素质差#缺乏责任

心#导致差错和职业暴露危害)

1

!

血站职业暴露的预防

11$

!

建立职业暴露文件及培训制度
!

建立与职业暴露有关的

站内文件#如职业暴露控制程序-感染管理制度-消毒隔离制

度-实验室安全工作制度等#制定职业暴露后处理的标准操作

规程#完善职业暴露的预防和处理-登记-监控和报告)对血站

工作人员加强培训和学习#对一般工作人员每半年培训一次#

重点部门的高危人群每季度培训一次#在全体职工中形成职业

防护意识#管理部门建立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对高危人群-

重点部门的职业防护加强监督)根据消毒管理制度规定消毒

对象-消毒方法-频次等最大限度消除工作环境中的感染性病

原体#教会工作人员正确使用消毒剂#按使用说明书配置有效

浓度#消灭污染源)

11/

!

建立血站工作人员健康档案
!

建立员工健康档案#每年

对员工进行一次经血液传播病原体感染情况的检测#如
[̂Q

表面抗原$

[̂B+

@

%-抗
4̂ PQ

-抗
4̂ MQ

-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

测#检测的血浆$清%样本应长期保留)同时对乙型肝炎病毒表

面抗体阴性的员工进行乙型肝炎疫苗的接种工作)高危人群

每半年监测一次#随时对高危人群跟踪监测#将职业暴露归入

专人管理)

11'

!

加强培训
!

定期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自我防护意识和规范操作能力#严格按照安全培

训计划#对新上岗人员-转岗人员-在岗人员进行反复培训#尤

其是新上岗人员-转岗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培训内容

包括如何正确使用防护用品-如何处置医疗废物-.消毒技术规

范/-血站安全文件及制度及职业暴露的预防和处理等)进一

步加强对针刺伤的认识#教育工作人员把每个针头都视为带有

经血液传播疾病的病毒来对待#提高对锐器伤害的警惕性)拟

订详细合理的培训计划#将血站工作人员分期分批送出学习-

进修#提高职业暴露防范意识和业务能力#在血站中形成传-

帮-带-教和相互监督的工作氛围)人人提升-人人监督-人人

规范)

111

!

提供必须的防护工具
!

血站应当为血站工作人员提供口

罩-帽子-鞋套-防护服-乳胶手套-防护眼镜-洗眼器等防护用

具#切断病原体与工作人员接触的机会)尤其对不被重视的清

洁工-医疗废物收集人员等#提供必要的防护工具-用品-物资

等#定期培训和加强管理)

112

!

制定标准操作规程$

)e*

%

!

制定血站各个工作环节的操

作规程#并按规定严格执行)另外还要制定血液和体液皮肤黏

膜暴露防护
)e*

#

)e*

是杜绝职业暴露的有效措施之一)如

在血液采集时#严格执行静脉操作规程#不要直对血管进针#要

使针头斜面完全进入皮肤后再进入血管#血液采集完毕后#拔

针动作一定要快#以免血液顺着针头带出#并叮嘱献血者按压

好穿刺部位#避免针刺处再次出血#禁止用双手回套针帽(血液

留样时#首先应检查试管有无破损#试管放置于稳妥试管中#针

头斜面贴于试管壁将血液缓缓注入#注意观察留样的量#以防

血液外溢(热合血袋时#热合机调试于最佳热合状态#采血后血

袋应放置在贮血冰箱内#将采血针头丢在带有危险标识的锐器

盒中等)

11)

!

加强自身保护#提高职业防护意识
!

血站工作人员在操

作中要戴双层乳胶手套#尤其是在接触被血液污染的物品时#

这样可大量减少病原微生物通过锐器伤口后进入血液的数量)

血站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保护双手不受损伤#尽量

保护手部皮肤的完整性#确保无创口#特别是自身有创口者#要

注意保护#要做好创口的消毒工作#在操作过程中随时佩戴厚

型的乳胶手套#防止感染源侵入)同时#在工作中保持愉快的

心情#保证在工作繁忙时#做到有条不紊#避免遭受外源性的

污染)

11.

!

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
!

严格执行血站制定的消毒隔离

制度#有效的消毒不仅是采供血质量安全的要求#同时对血站

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也起到积极作用)血站的消毒一般分为

环境消毒和人员消毒#工作环境消毒可根据血站的实际情况分

别采用臭氧或紫外线等消毒设备进行消毒(物体表面消毒采用

含氯消毒剂擦拭#不同区域的抹布分开使用(在操作后都应采

用有效的消毒方法对接触的皮肤进行消毒)

11X

!

危险物品的管理
!

各种有毒化学-生物-放射性试剂和物

质应当存放在指定的地方#由专人上锁保管(对阳性对照血清-

质控品-阳性血清样本设立专门低温冰箱$柜%保存并专人管

理)对医疗废物的临时存放应当设立医疗废物临时存放点#由

专人管理#按规定每天交由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处置#并对医疗

废物临时存放点和存放桶进行严格消毒)

11(

!

采血环境的控制
!

采血环境的仪器设备摆放应当符合操

作流程#减少在血液采集时的传递*

"

+

)另外采血环境应当清洁

卫生#光线充足#温-湿度适宜#空气流通#定期进行消毒#减少

针刺伤的发生)其次是尽可能为每个操作台配置存放医疗垃

圾的收集器具#在每个采血椅边上配置一个小型的热合机及小

锐器盒#减少血袋在传递过程中的针刺伤)另外#控制采血环

境的人员数量#维持良好的采血秩序#也是减少职业暴露的重

要因素之一)

2

!

职业暴露后的处理

21$

!

处理原则
!

血站工作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后应立即进行现

场处理)

21/

!

现场处理
!

发生职业暴露后应当立即实施以下局部处理

措施!用肥皂液和流动水清洗污染的皮肤#用生理盐水冲洗黏

膜)如有伤口应当立即在伤口旁轻轻挤压#尽可能挤出损伤处

的血液#再用肥皂液和流动水进行冲洗(禁止进行伤口的局部

挤压)受伤部位的伤口冲洗后#应当用消毒液$如
%!2

乙醇或

者
#1!2

碘伏%进行消毒#并包扎伤口(被暴露的黏膜#应当反

复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现场处理完后#按照血站职业暴露处

置的相关程序报告血站安全与卫生负责人#进行职业暴露登

记#包括职业暴露发生的时间-地点-职业暴露的方式-人员-处

理方式等#并通知相关科室对暴露者血液进行采集-检测-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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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根据检测结果进行预防性用药)

21'

!

职业暴露者的随访
!

发生职业暴露的人员担心发生血液

传播疾病#血站应加强对职业暴露者的关怀#给予物质和精神

的关怀#增加对职业暴露者的随访次数#并及时了解预防性用

药的药物毒性及不良反应情况#给予及时的治疗#指导规范性

用药#还要对职业暴露者的血液反复多次进行检测#根据检测

结果调整用药#做好随访记录#并对职业暴露者的情况进行

保密*

,

+

)

血站职业安全是血站工作人员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血站

应定期举办安全教育#让工作人员充分认识职业中危险或潜在

危险因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另外#加强血液和体液皮肤黏

膜暴露防护
)e*

管理#严格执行
)e*

#人人知晓-人人参与防

范#减少职业暴露的发生率#最大限度保障血站工作人员的职

业安全)

参考文献

*

"

+ 陈佳#丁广祥
1

血液学检验中的职业暴露*

T

+

1

检验医学与

临床#

,##%

#

.

$

.

%!

,0$4,0.1

*

,

+ 刘利#蔡绍丽#宫海燕
1

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和防护*

T

+

1

重

庆医学#

,##%

#

$/

$

.

%!

$%/4$%-1

$收稿日期!

,#""4",4"/

%

医院检验科设备的管理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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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是应用医疗仪器-设备对各种体液进行检测#出具

各种检验信息报告#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客观依据的科室)

仪器设备是硬件#管理好-使用好尤为重要#使其发挥应有的效

能*

"

+

#对于医疗业务工作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现

将检验科仪器设备的管理与使用体会总结如下)

$

!

仪器设备的论证与购置

在仪器设备购置前都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工作#既要从科学

技术角度考虑其先进性的发展远景#又要结合本地区本院实际

情况#重视其实用性#不能盲目追求过高的性能技术指标#造成

不必要的浪费)要注意性能与价格比-投资与效益比#尽可能

选用投资少-用途广-效益高-实用性强的设备)组成专家组进

行科学论证#对申请引进设备的必要性-投资估算-投资效益等

进行全面分析#避免同类设备的重复购置#提高现有设备的使

用率)注意仪器的实用性-先进性#对目前国内已有的仪器要

到使用单位实地调研#认真听取他人意见-充分掌握第一手资

料#再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论证和确认)在满足使用需要和性能

价格相同的前提下#优先考虑设备性能好-质量优且又能保证

售后服务的厂商#以保证维修的需要#而不至于影响医疗仪器

在工作中的正常使用)

/

!

仪器的验收+安装与调试

新购置的仪器设备必须由医院器械科技术人员验收后#才

能安装调试)且有专业人员亲自负责进行#充分利用随机提供

的资料#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全面掌握)按照操作规程对新购置

的仪器设备进行认真调试#使其达到最佳工作性能)

'

!

加强宣传与勾通

提高临床医生对新购仪器设备的认识)首先需要广大医

护人员熟悉和了解#才能充分应用于临床)设备安装-调试及

正常运行后#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学习-了解-掌握设备的性能及

应用范围$特别是医生%-诊断正确率及检验效果)定期组织业

务讲座$由设备的使用科室和设备科技术人员联合%#这样可以

让更多的医护人员透彻了解设备的性能及适用于何种病症的

检测#从而以最佳状态服务于患者#为临床出具可靠的检验报

告)对新购置的仪器设备#还要加强设备的使用科室与器械科

的相互联系与沟通#从而提高设备的使用率-完好率和正确诊

断率及疗效观察#提高医院的知名度)

1

!

正确使用设备)提高工作质量

医疗设备越来越先进#仪器的设计与构造越来越精密#对

检验工作人员的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提高检验专业人

员的业务技术操作水平是关键#要形成一支高水平的检验人员

队伍#是提高仪器设备工作质量最重要的前提)医疗设备在使

用过程中#操作人员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质控检测)质控检测

是医疗设备使用安全性-有效性的可靠保证)设备管理部门及

国家计量检测部门对设备进行的计量检测#一方面是保证医学

量值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是检测设备的各项技术参数#能够提

高设备的故障隐患#及时排除#使检验设备在没有彻底停止运

转时就得到有效维护#大大降低了故障率#提高了使用率)

2

!

仪器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工作

当购置的设备发生故障时#及时与相关人员联系#防止设

备出现带病运行的情况#及时维修#定期检查#防止因小失大)

同时考虑仪器设备的0自然寿命1和0经济寿命1#有的仪器因质

量和老化问题靠维修来维护是得不偿失#这样的仪器应该报

废)对于贵重的仪器#要建立定期的保养制度#减少故障的发

生)制定医疗仪器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制度#提高仪器的使用寿

命#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仪器的安全性和准确率*

,4$

+

)有专业

人员对设备的外部除尘-内部清洁等#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注意使用的环境条件#做到防潮-防尘-防高温等#同时稳压电

源和安装地线#保证设备运行的良好环境)仪器设备的维护保

养工作一般为三级保养制!$

"

%日常保养)仪器表面污渍的清

洁-机械部位的紧固和润滑($

,

%一级保养)清除仪器内部灰

尘#清洁电路板脚的氧化层#相关电器的清洁以及光学医疗设

备光路灰尘的清洁($

$

%二级保养)更换已达到磨损限度的机

械部位#抽查一些性能变差的电子元器件#预防性维修时应提

前更换)仪器设备维护的目的是减少或避免偶然性故障的发

生#延缓必然性故障的发生#并确保其性能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

.

+

)

总之#对于检验科仪器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工作#要做到合

理购置-正确使用-及时维修和保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检测设

备的正常运行#提高工作效率-使用率-完好率和正确诊断率#

提高医院的诊疗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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