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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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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巴中市无偿献血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G9A

$检测结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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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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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偿献血者标本
G9A

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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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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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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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率与
#%"5

年同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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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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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年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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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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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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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6IF

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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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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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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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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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升至
"$H5F

!较去年同期上

升了
"$2#F

%采取措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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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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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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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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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比较下降了
"$??F

!与去年同期比较下降
%$2F

%结

论
!

加强献血前的宣传教育(征询(血液初筛!增强操作人员干式生化仪的培训!更换新批号试剂并对初筛设备与复

检设备进行方法学一致性检验!可降低
G9A

的不合格率!节约血液资源%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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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G9A

&主要存在于肝细胞中#血清中

含量很低#血清
G9A

活性是肝细胞损伤的敏感指标#尤其是

病毒性肝炎的重要标志#卫计委在0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1中将

其列为必检项目之一)但由于
G9A

并非病毒性肝炎的特异

性指标#且影响
G9A

结果的因素较多#造成血液报废量较大#

浪费血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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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该站
G9A

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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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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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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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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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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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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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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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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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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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在该站参加无偿献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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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献血者的检测结果资料)献

血者均符合0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1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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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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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快速干式生化分析仪

$艾康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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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深圳迈瑞&)

G9A

干

式化学法测试条$艾康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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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品$艾康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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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深圳迈瑞&#微板法
G9A

试剂盒$北京瑞尔达&)试剂

均在有效期内使用#严格按操作说明书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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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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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者血液检测
!

献血前对所有献血者进行健康征

询*体格检查*快速血液筛查$包括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血型*血

比重&#所有结果合格后采集血液)血液标本
#%"#

年
H

月以前

检验科采用改良赖氏法和微板法进行
G9A

初*复检检测#初

检赖氏法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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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门氏单位为不合格#复检微板法大于
5%

d

"

9

为不合格)

#%"#

年
H

月以后献血前增加
G9A

检测#采用

干式生化法$

B*,,*8D1"%%

全血快速干式生化分析仪&#

'

5%

d

"

9

为不合格)

#%"#

年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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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委血液专业标准委员临界值变更专题研讨会纪要10血站技

术操作规程1将
G9A

检测调整为初检应用干式生化法$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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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化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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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化学法试纸条与小型干式生化分析

仪配套使用)将待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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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测试条的加样区后会自动

均匀扩散到反应区域#测试条上的反应物质和显色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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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下发生反应#仪器根据反应区的光反射值和相关参数自

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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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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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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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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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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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地区的

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国家和地区已不做或选择做
G9A

检测)

我国为病毒性肝炎高发地区#且对献血者中的非甲非乙非丙感

染目前无有效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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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定
G9A

为血站必检项

目之一#而引起
G9A

增高的因素很多#与年龄*性别*药物*感

冒*睡眠不足*生活习惯*剧烈运动*献血季节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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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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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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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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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6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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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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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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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H

月以后#采血前

筛查
G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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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值提高为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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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了献血前征询*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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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与
#%"?

年
G9A

的报废率无明显下降)原因为!$

"

&开始使用干式生化

分析仪#工作人员操作不熟悉*内心不接受#让
G9A

不合格献

血者进入采血程序)$

#

&干化学法与速率法的检测原理不同#

由于初筛和复检使用设备不同#使用试剂不同#影响因素不同#

未对初检设备与复检设备进行比对试验)$

?

&复检用全自动生

化仪检测
G9A

准确度比赖氏法*微板法高#也是
#%"?

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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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G9A

报废率未下降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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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采血前干

化学法检测
G9A

违规使用
'/AG!:

#

抗凝血标本#其对干化

学法
G9A

的检测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使结果偏低#与

全血标本
G9A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与有关报

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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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
'/AG!:

#

抗凝剂对干化学法检测
G9A

引入基质效应#

G9A

浓度越高#基质效应越明显#

'/AG!:

#

抗

凝血液标本不适合干化学法检测
G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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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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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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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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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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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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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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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换快检人员过频#

新进人员不熟悉设备操作)$

#

&采血前干化学法检测
G9A

使

用
'/AG!:

#

抗凝血标本)$

?

&工作人员故意让
G9A

不合格

的献血者进入采血程序)$

5

&未定期将干化学法设备与复检进

行比对试验)$

2

&团体献血次数增加#集中献血人数增多#采血

前工作人员可能未筛查
G9A

)本组为降低
G9A

的报废率#采

取如下措施!$

"

&请工程师培训所有操作干化学分析仪的人员#

重新考核操作人员#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进行)

$

#

&请工程师将干化学法设备与复检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作比对

试验#找出适合干化学法检测标本的界值#使干化学法与速率

法复检结果的符合率更高)$

?

&更换新批号试剂#质量管理科

需对初筛设备与复检设备进行方法学一致性检验)$

5

&对献血

服务科下达
G9A

报废的控制指标#减少工作人员故意让
G9A

高值的人员进入献血程序)$

2

&干化学法检测
G9A

不能使用

'/AG!:

#

抗凝血标本)$

6

&采血前所有献血者筛查
G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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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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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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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废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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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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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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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年同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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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
G9A

的报废率#节

约血液资源)

综上所述#为最大限度避免因
G9A

不合格造成血液报废

和血液资源浪费#应加强对献血者献血前的宣传教育*征询*血

液初筛#并在献血征询时了解献血者献血前几天的饮食*服药

等情况#因
G9A

为非特异性指标#

G9A

不合格献血者只是延

期献血#并非永久淘汰#所以针对献血前初筛
G9A

不合格的

献血者要做好解释工作#避免献血者的流失)

参考文献

+

"

, 梁兵#刘仿
$G9A

在献血者肝炎筛查中的应用 +

f

,

$

海南

医学#

#%%I

#

#%

$

?

&!

"""!""?$

+

#

, 卢春柳#邱昌文#孙泽峰#等
$

血站血液筛查检测中
G9A

与病毒性肝炎的相关性调查研究+

f

,

$

中国输血杂志#

#%""

#

#5

$

6

&!

5I5!5I2$

+

?

, 罗贤瑞
$

性别*年龄及献血季节与献血者血液
G9A

的关

系+

f

,

$

中国输血杂志#

#%%I

#

##

$

H

&!

2??!2?5$

+

5

, 金新莉#王艺芳#方建华
$#%%I

"

#%"?

年郑州市无偿献血

者中
G9A

不合格率分析+

f

,

$

中国输血杂志#

#%"2

#

#&

$

?

&!

?""!?"?$

+

2

, 王英
$

嘉峪关市
#%%2

"

#%"%

年
G9A

筛查结果分析+

f

,

$

中国输血杂志#

#%""

#

#5

$

"#

&!

"%H6!"%HH$

+

6

, 吴建军
$

益阳市无偿献血五项检测结果分析+

f

,

$

检验与

临床#

#%%I

#

5H

$

6

&!

&#!&?$

+

H

, 赖建秀#王松元#刘福发#等
$G9A

初筛在不同职业无偿

献血者中的选择应用+

f

,

$

临床输血与检验#

#%%I

#

""

$

"

&!

H5!H2$

+

&

, 刘胡敏#李书平#钟军#等
$#%""

"

#%"?

年成都市无偿献血

者血液标本检测结果分析+

f

,

$

中国输血杂志#

#%"2

#

#&

$

?

&!

?%I!?""$

+

I

, 王永维#刘洋
$

两种抗凝剂对干化学法检测
G9A

的影响

分析+

f

,

$

医学理论与实践#

#%"#

#

""

$

#2

&!

#&%I!#&"%$

+

"%

,程卫芳#周学勇#丁利#等
$G9A

快速检测在献血者初筛

中的应用+

f

,

$

安徽医学#

#%"%

#

5

$

?"

&!

?I&!?II$

+

""

,苏武锦
$'/AG!:

#

抗凝剂对干式法检测
G9A

的基质效

应分析+

f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2!?%?6$

+

"#

,汪辛如
$

干化学法与速率法在不同血液样本
G9A

检测中

的应用+

f

,

$

临床输血与检验#

#%"5

#

"6

$

"

&!

6"!6?$

$收稿日期!

#%"2!%H!#&

!!

修回日期!

#%"2!"%!%2

&

!临床探讨!

基于-知
!

信
!

行.理论的献血宣传方式与宣传效果研究

毕岐勇!陈
!

霄!王志丽!李玉珍"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献血服务一科
!

"%%&&

$

!!

"摘要#

!

目的
!

调查献血者所了解无偿献血的途径及对参与无偿献血的影响情况%方法
!

自行设计调查问

卷!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对北京市街头
"2&2

例献血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分别是+献血车

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宣传,!

55$"F

#其次是+与有献血经历的人交流,!

5#$%F

#+互联网"新媒体$,!

#"$6F

#+明星献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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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公交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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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能传递更多献血知识的宣传方式更能促进和参与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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