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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基层医院 ＨＩＳ系统和ＬＩＳ系统建立之前，化验单

仍是临床医生与检验科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然而传统

工作流程是用检验报告单包裹着管血或用尿杯压着检验报告

单送到检验科检验，经常出现血、尿等标本洒溢到检验报告单

上造成污染；而检验人员对化验单的消毒工作不够重视，经常

交叉使用，容易造成手污染，化验单污染成了医院感染中重要

播散途径［１］。为了解化验单的携菌情况，作者对未经消毒的化

验单进行了细菌监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２０１１年７月３日至７月２２日每天随机抽取

一份化验单，共２０份，对化验单表面反复进行采样，共留取２０

份标本作了细菌监测。

１．２　采样方法　参照 ＧＢ１５９８２１９９５《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采样时用无菌棉拭子蘸取无菌生理盐水在键盘表面横竖往返

均匀涂擦，并随之转动棉签，然后以无菌操作剪去掉手接触部

分，将棉拭子放入１０ｍＬ无菌生理盐水试管内，反复振荡后吸

取１ｍＬ倾注营养琼脂，３７℃温箱培养２４ｈ后进行菌落计数。

然后采用手工法对检出细菌进行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带菌量　２０个化验单表面平均细菌菌落计数为７５ｃｆｕ／

ｃｍ２，带菌率１００％。

２．２　细菌种类　化验单表面共检出细菌８０株，其中金黄色葡

萄球菌１８株（２２．５０％），表皮葡萄球菌１５株（１８．７５％），鲍曼

不动杆菌１２株（１５．００％），大肠埃希菌１０株（１２．５０％），铜绿

假单胞菌７株（８．７５％），枯草芽孢杆菌５株（６．２５％），真菌３

株（３．７５％），其他菌１０株（１２．５％）。

３　讨　　论

３．１　化验单带菌量多且使用频繁，在造成手污染的同时，容易

对患者形成二次细菌感染。所以应加强对化验单的消毒管理。

本次检测的２０个化验单表面平均细菌菌落计数为７５ｃｆｕ／

ｃｍ２，带菌率１００％，与董立文等
［２］调查结果相近。

３．２　及时清洁使用中的化验单，这样既可以保持美观，又降低

了手交叉污染的可能性。可以采用不同的消毒方式，如紫外线

照射、甲醛熏蒸、戊二醛熏蒸、微波消毒等方法对检验报告单进

行消毒，其中以微波消毒效果最好［３］。条件好的检验科也可用

化验单消毒机进行消毒处理。同时，检验人员应消毒好手以后

再接触化验单。通过作者临床实践，按照以上方式处理后，化

验单平均细菌菌落计数下降至５ｃｆｕ／ｃ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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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联免疫试验（ＥＬＩＳＡ／ＥＩＡ）是一项基本的、常规的现代

临床检验技术。尽管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出现了聚合酶链

反应（ＰＣＲ）等更高灵敏度的检测技术，但由于免疫临床标志物

（抗原／抗体）具有无法替代的临床意义，试验操作简便、技术可

靠，ＥＬＩＳＡ成为传染病血清学标志物、肿瘤标志物及内分泌等

各种临床免疫指标检测的主导技术［１］。现在，不但ＥＬＩＳＡ检

测系统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得到显著提高，检测过程的自动化也

有了很大的发展。瑞士哈美顿（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公司生产的全自动

酶联免疫分析系统ＦＡＭＥ（费米）是其中的典型产品，采用多

任务、多通道，完全实现平行过程处理，软件功能符合 ＧＭＰ／

ＧＬＰ规范，全国已经有很多用户。本院检验科自２００９年首次

引进此设备，现将本科室在使用过程中碰到的常见问题及处理

方法介绍如下。

１　主传输架丢步故障

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主传输架传输微板不到位，这种

故障随机出现，发生频率不高。故障发生时，计算机会有相应

的提示。ＦＡＭＥ是模块化设计，主传输架出现的故障，不影响

其他模块的正常运行。

处理方法：按照计算机的提示，将主传输架手工移至相应

的位置，注意动作要轻柔、准确。再人工将仪器自动锁定的主

传输架解锁，即可恢复正常工作。如果主传输架丢步导致仪器

死机，则只能重新初始化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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