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通信作者#

U=1+?L

!

"T%;:&:T&&

"VV

$K>1

%

!临床探讨!

!"#

!

$%&'()(

"

*

&+,,-&$)./0(122&/%$(&$.&%/U

*主动预约+模式在创建固定成分献血者队伍中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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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血液中心供血科!重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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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主动预约.模式在创建固定成分献血者队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
"&!"

年
:

月

至
"&!;

年
T

月在重庆市血液中心捐献机采成分血的无偿献血者为对照组!

"&!;

年
:

月至
"&!T

年
T

月在该中

心捐献机采成分血的无偿献血者为观察组!其中对照组采用-传统模式.!即等献血者主动上门"观察组采用-主

动预约.模式进行招募!统计成分献血者人数(人次(采集量(保留率!采用
R(RR!:$&

统计软件包对固定成分献

血者人数(人次(采集量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成分献血者人数由
!;<#%

人减少至

!%#:;

人"次数由
";!;<

人次增加至
#':%;

人次"采集量由
#%;&"b

增加至
;"##'b

"保留率由
!<$:<[

上升

至
#;$T;[

"固定成分献血者人数(人次(采集量比例分别由
!:$"'[

上升至
#<$:<[

!

%'$%"[

上升至
'#$;#[

!

;&$"'[

上升至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

'$结论
!

-主动预约.模式是创建固定成分献血者队伍

的有效手段之一$

关键词"主动预约"

!

成分献血"

!

固定成分献血者"

!

保留率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

!!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血小板的临床需求量急剧

增加%与浓缩血小板相比#单采血小板有效成分浓度

高#输血不良反应少#临床疗效好'

!

(

%因此#建立一支

低危&充足的固定成分献血者队伍已经成为采供血机

构的共识%自
"&!;

年
:

月以来#重庆市血液中心改

变传统模式#由过去-等献血者主动上门.到-主动招

募献血者上门.#在成分献血者人次&采集量&成分献

血保留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T

月在

重庆市血液中心捐献机采成分血的无偿献血者为对

照组#

"&!;

年
:

月至
"&!T

年
T

月在该中心捐献机采

成分血的无偿献血者为观察组%献血者均符合/献血

者健康检查要求0中捐献单采血小板的献血标准%

$$/

!

方法

$$/$$

!

对照组
!

采用传统模式#即-等献血者主动上

门.#献血者部分来源于互助成分献血者%国内外的

研究表明互助献血者的安全性与初次献血者相当'

"

(

%

$$/$/

!

观察组
!

采用-主动预约.模式%具体操作如

下!*

!

+机采室实行主任
=

组长
=

组员的层级管理模式%

组长由工作责任心强#业务能力突出的工作人员来担

任#通过竞选的方式产生%*

"

+科室主任根据当日临

床预约血小板血型&数量制定第
"

天的采血计划#并

把任务分配到各小组%小组组长接到任务后安排组

员展开工作%*

#

+小组成员一共
%

人#其中
!

人专门

负责预约第
"

天的成分献血者#由
%

人轮流担任%

*

%

+成分献血者资料来源于本中心单采血小板捐献者

数据库#所有献过单采血小板者都录入系统并进行统

一的追踪管理%*

;

+预约方式可通过
YY

群&微信群

及电话来进行#其中
YY

群&微信群是本中心搭建的

与成分献血者信息交流的一个平台%预约时应特别

提醒献血者献血前的注意事项%因成分献血作为一

种特殊的献血方式#采集耗时长#故预约采取分时间

段进行#减少献血者的等待时间%*

<

+为提供个性化

机采服务#原则上成分献血者再次捐献血小板时不换

组#对于首次参加的成分献血者采取按顺序分组#不

随机分配#对于曾在中心献过血小板而未预约的成分

献血者根据单日的采血任务完成情况来确定其是否

捐献#同时做好解释工作%*

'

+采血任务的完成情况

直接与绩效挂钩#实行-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分配

原则#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得到有效发

挥'

#

(

%*

T

+定期开展固定成分献血者联谊活动#邀请

固定成分献血者参加-血站开放日.活动%*

:

+完善

-激励.机制#成分献血者可通过积分在网络商城中选

择商品#也可以选择兑换畅享卡%为极大方便献血

者#购买商品由中心工作人员代劳#献血者可以选择

到中心自提#也可以选择快递到家%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保留率
f

*捐献
"

次人

数
g

捐献
&

#

次人数+"捐献血小板总人数%

/

!

结
!!

果

/$$

!

观察组&对照组成分献血比较
!

通过血站穿越

系统统计对照组&观察组单采血小板总人数&总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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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采集量%单采血小板总采集量中不包括单采新鲜

冰冻血浆的量%见表
!

%

表
!

!!

观察组'对照组成分献血比较

组别
单采血小板

总人数*

%

+

单采血小板

总人次*

%

+

单采血小板

总采集量*

b

+

对照组
!;<#% ";!;< #%;&"

观察组
!%#:; #':%; ;"##'

/$/

!

观察组&对照组保留率比较
!

通过血站穿越系

统查出每个时间段里分别捐献
!

次血小板的人数#

"

次血小板的人数以及捐献
#

次及以上的人数并计算

其保留率%从表
"

中可以看出#观察组较对照组相

比#捐献
"

次人数增加
;"'

人#捐献
&

#

次人数增加

!:T"

人%

/$'

!

观察组&对照组固定成分献血比较
!

固定成分

献血者满足至少献过
#

次血#且近
!"

个月内献成分

血至少
!

次%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固定成分献血者

人数&人次&采集量占总人数&总人次&总采集量的比

例分别提高了
!'$<:[

&

"<$!![

&

";$%"[

%见表
#

%

表
"

!!

观察组'对照组保留率比较

项目
对照组

"&!"

年
:\!"

月
"&!#

年
"&!%

年
"&!;

年
!\T

月 合计

观察组

"&!;

年
:\!"

月
"&!<

年
"&!'

年
"&!T

年
!\T

月 合计

捐献
!

次人数*

%

+

!%<% #;<# %%T' #%<T !":T" !;;' #";% ";T% !T#: :"#%

捐献
"

次人数*

%

+

!<' #T% ##; "%! !!"' !#T %%! <&# %'" !<;%

捐献
&

#

次人数*

%

+

!T# ;%< %%& #;< !;"; "#% T'' !#"; !&'! #;&'

捐献血小板总人数*

%

+

!T!% %%:# ;"<" %&<; !;<#% !:": %;'" %;!" ##T" !%#:;

保留率*

[

+

!:$": "&$'& !%$'# !%$<: !<$:< !:$"T "T$T# %"$'# %;$<" #;$T;

表
#

!!

观察组'对照组固定成分献血比较

组别
固定成分献血人数

献血者人数*

%

+ 总人数*

%

+ 占比*

[

+

固定成分献血人次

献血者人次*

%

+ 总人次*

%

+ 占比*

[

+

固定成分采集量

采集量*

%

+ 总采集量*

%

+ 占比*

[

+

对照组
#&!# !;<#% !:$"' !!:": ";!;< %'$%" !'#%; #%;&" ;&$"'

观察组
;#"! !%#:; #<$:< "':&" #':%; '#$;# #:<!# ;"##' ';$<:

!!

注!与观察组比较#

"

E

$

&$&;

'

!

讨
!!

论

!!

加强固定成分献血者队伍建设#探索固定无偿成

分献血者队伍更科学的建设理念和更有效的运行模

式#是采供血机构工作人员面临的艰巨任务'

%

(

%

_SQ

的大量研究数据显示#从低危人群中发展志愿

献血者和吸引健康志愿者再次献血#是血液安全的重

要保障'

;

(

%由表
!

'

#

可以看出#本研究取得了显著

成效%表
!

中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参与捐献单采血

小板的人数减少了
!"#:

人#次数增加了
!"'T:

次#

采集量增加了
!'T#;b

%分析流失人数的原因#可能

与流失人数中很大一部分是互助献血者有关%机器

采集血小板互助献血者是指因家人或朋友需要输注

血小板治疗而前来捐献血小板的献血者%这部分人

群对成分献血相关知识了解不够#献血动机&献血信

念不成熟#保留相对困难'

<

(

%通过本中心业务系统短

信模块查阅得知对照组自愿无偿捐献血小板人数为

!!<%!

人#互助捐献血小板人数为
#::#

人$而观察组

自愿捐献血小板人数为
!#%;"

人#互助捐献血小板人

数为
:%#

人#其中互助捐献血小板人数的数据截止到

"&!T

年
#

月
"<

日#因为在这以后本中心全面停止互

助献血%由表
"

可以看出#观察组较对照组相比#提

高了
!T$T:[

的保留率%献血者保留率的提高#缩小

了与临床需求的缺口#是提升血液供应能力的有效路

径之一'

'

(

%献血者保留不仅与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

务有关#也与精准招募献血者有关%-主动预约.模式

就是献血前通过
YY

&微信&电话等方式精准招募成分

献血者%通常#本中心工作人员在本次献成分血结束

后为献血者预约下一次献成分血的时间#然后通过

YY

&微信或电话方式进行确认并及时提醒成分献血

者预约时间#这对固定成分献血者的保留起到了极大

的促进作用%同时能够使人员安排和设备利用更加

科学合理#也能为献血者提供更为方便&优质的献血

服务%表
#

中观察组较对照组在固定成分献血者人

数&次数&采集量上都有显著性差异%其中
"&!T

年
!

\T

月固定成分献血者所献血量占总血量的
T"$%T[

#

接近
_SQ

报道的发达国家固定献血者所献血量占

总血量的
T#$:[

'

T

(

%说明-主动预约.模式中分时间

段预约&精准招募献血者#个性化机采方案制订#激励

机制建立及量化绩效考核等措施在建设固定成分献

血者队伍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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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主动预约.模式创建固定成分献

血者队伍是可行的%当然#这个预约模式需要在工作

中不断改进%如当遇到固定成分献血者没有预约而

前来捐献血小板且库存不满足其捐献时#如何化解这

种矛盾#避免固定成分献血者流失等$这些问题都需

要笔者在工作中不断总结#完善-主动预约.机制%只

有这样#才能不断扩大固定成分献血者队伍#满足临

床用血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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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镜微骨折手术与自体骨软骨移植手术治疗

距骨骨软骨损伤的临床疗效

毛
!

丰

湖北省钟祥市中医院骨科!湖北荆门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关节镜微骨折手术与自体骨软骨移植手术治疗距骨骨软骨损伤的临床疗效$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距骨骨软骨损伤患者
T<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临床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

关节镜微骨折手术组&

%f%#

例'和自体骨移植手术组&

%f%#

例'!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关节功能恢复状况

及疼痛程度$结果
!

术后两组患者
3Q/3R

评分(

S+,,?7

评分和踝关节活动度(视觉模拟评分法&

53R

'评分均

较手术前显著改善!且自体骨移植手术组改善程度优于关节镜微骨折手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

'$

治疗前两组
)>II

角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治疗后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

结论
!

临床中应用自体骨软骨移植手术治疗距骨骨软骨损伤在改善患者踝关节功能方面优于关节镜结合微骨

折手术!值得临床中应用推广$

关键词"距骨骨软骨损伤"

!

关节镜"

!

微骨折手术"

!

自体骨软骨移植手术"

!

关节功能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T=&%

!!

距骨骨软骨损伤在临床中属于常见疾病之一#具

有较高的发病率#患者常常表现为关节疼痛#且呈现

僵硬无力等症状#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与生活质量具有

重要的影响'

!

(

%距骨骨软骨损伤以手术治疗为主#修

复患者的纤维软骨组织#进一步提高关节活动能力#

改善患者预后%踝关节镜下的自体骨软骨移植术是

一种新型的手术#能够提供完整透明软骨#提高手术

效果#但是临床中应用并不多见'

"

(

%因此#本研究重

点探讨自体骨软骨移植手术与临床中常规关节镜微

骨折手术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距骨骨软骨损伤患者
T<

例作为研究对象#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病程
&$#

'

<$&

年#平均*

#$&:]&$T<

+年%所有患者

经过临床
4

线片和
P*̂

检查确诊#并排除伴有其他

的严重骨折与心脏&肝&肾疾病的患者%损伤位置!左

侧
%<

例#右侧
%"

例%软骨缺损面积
&$;

'

#$;K1

"

#

平均*

!$T:]&$;"

+

K1

"

%按照不同的治疗方法分为关

节镜微骨折手术组和自体骨移植手术组#每组各
%#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E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

!

方法

$$/$$

!

关节镜微骨折手术组
!

患者均采取全身麻

醉#在关节镜作用下全面检查#采取前外侧和前内侧

入路#关节镜下将脱落和不稳定的软骨组织进行清

,

T!;"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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