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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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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本研究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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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安地区首次献血志愿者输血相关感染性指标检测阳性的长期趋势!以评估西

安市输血安全态势'方法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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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安市西京医院血液中心所有的首次献血者中乙型肝炎病毒"

QHf

%&丙型肝炎病

毒"

QKf

%&人免疫缺陷病毒"

Q̂ f

%和梅毒螺旋体"

6Z

%的感染数据进行趋势检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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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0$2)2-

例首次献

血者中!上述病原体的阳性率依次为
QHf$&%1P

!

QKf%&22P

!

Q̂ f%&%2P

!

6Z%&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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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f

和
QKf

感染具有下降趋势'结

论
!

QHf

感染是西安地区血液安全性的主要威胁!而
Q̂ f

&

6Z

的流行率增加可能也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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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安全一直是传染病防治的重要工作之一#尤其是九十

年代河南省发现大量有偿献血者感染了人体获得性免疫缺陷

病毒$

Q̂ f

&之后#更是得到高度重视)此外#乙型肝炎病毒

$

QHf

&*丙型肝炎病毒$

QKf

&*

Q̂ f

和梅毒$

6Z

&也被发现与

成年人的输血行为有一定联系)血液捐献的安全性可以通过

对献血人群输血相关感染性指标检测阳性的监测来进行预估)

首次献血者与重复献血者相比#其血液中含有传染物质的比例

更高)因此对首次献血者#这些病毒的预估和监测可以控制输

血性传播感染$

66̂+

&的潜在风险)同时#输血相关感染性指

标阳性率的长期趋势的研究也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人口风险的

趋势)在本研究中#收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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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安西京医院血液

中心对首次献血者的
QHf

表面抗原$

Q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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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f

抗体

$

;,9#.Q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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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f

抗体$

;,9#.Q̂ f

&和梅毒特异性抗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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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筛查记录#以期分析与评估我国常见传染病对输血安全

的威胁及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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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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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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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西安西京医院血液中

心所有首次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样本为研究对象)首次血样定

义!根据血液中心当前记录或献血者个人陈述无献血史的志愿

者提供的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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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所有的捐献血样均以相同的试剂盒依照标准

化操作规程采用
MN̂F5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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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筛检#操作及结果判定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每

份标本分别由不同操作人员采用不同厂家试剂检测两次#对有

反应标本再设立双孔复检#双孔均无反应性方可判定为阴性)

为避免.窗口期/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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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全部血液标本同时采

用荧光定量
ZK4

进行
QHf

*

QKf

*

Q̂ f

的病原体核酸检测#

操作及结果判定严格按照试剂说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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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所有的统计学检验均采用
FZFF1%&%

软件

进行分析)为定义
66̂

的流行率#用每年
66̂.

阳性的捐赠者

数除以当年的捐赠总数#二项式分布计算
(2P%B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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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

验比较不同年份的流行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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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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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捐赠的受感染样品随时间变化是否具有显著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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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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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共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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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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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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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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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不

合格血样#总体不合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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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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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f

和
QKf

流行状况

基本呈下降趋势#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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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
1%$$

年间有一个高流行趋

势%

Q̂ f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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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状况有上升趋势#特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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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出

现迅速增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

QHf

感染男性较女性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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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

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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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性捐赠者阳性率均具有最高值)女性
QKf

感

染显著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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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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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女性

捐赠者具有最高的的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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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率在任何年龄*性

别组间未发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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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性具有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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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安市献血志愿者常见感染状况的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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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安市献血志愿者捐赠血液中病原体检出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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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在西安市无偿献血人群中#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
6Z

*

Q̂ f

*

QHf

和
QKf

的检测阳性率#与我国其他地区无

偿献血志愿者的阳性检出率基本一致'

$

(

#但与全国这些疾病的

发病率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可见使用自愿无偿献血者捐献

的血液#可有效提高临床用血的安全性#并使经血液传播的传

染性疾病的传播风险明显降低'

1

(

)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

大部分自愿无偿献血者并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驱动#其献血的

目的主要是救死扶伤'

'

(

#特别是一些反复献血的固定献血人

员#其身体健康状况经过历次献血的健康体检排查和筛选#最

终能来到血液中心反复献血的#都是传染性疾病感染率较低的

人员#因此无偿献血志愿者的参与是保证我国血液制品使用量

和质量安全的关键措施和手段)

在本研究中检测的各个病原体中#

QHf

的阳性率
$&%1P

最高#成为西安市献血血液不合格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一定

程度反映了我国
QHf

高流行率的现状#提示这一病原体对于

血液供给具有重大风险)随着
QH+5

:

快速检测技术的推广#

在采血前对献血者进行的快速检测#可以有效地杜绝
QH+5

:

强阳性者献血#这是避免
QHf

污染血液流入的有效方法'

0

(

)

因此#今后的无偿献血管理工作应加强对
QH+5

:

感染的控

制#加强流行病学监控#避免乙型肝炎高危人群献血#从而尽可

能地降低采集血液受
QHf

污染的风险#提高临床用血安

全性'

2

(

)

本研究发现
QHf

与
QKf

的阳性检出率在每年的流行情

况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呈现下降趋势#分析其中可能原因包

括!

QHf

和
QKf

的人群感染率在下降#这和国家的相关政策

及有力监管直接相关'

)

(

%随着无偿献血宣传深度和广度的扩

大#无偿献血知识在普通人群中普及程度大幅度增加#对献血

者的健康要求也在提高#随着献血人群自我健康意识的增强#

部分人员由于自身不符合献血条件而选择了主动放弃#或者按

照规定经过完善治疗后才进行安全的献血行为)

本研究中#虽然
Q̂ f

及
6Z

不合格率较低#但是注射或者

输入被
Q̂ f

或
6Z

污染的血液或血制品#我国在这方面有过

惨痛的教训)有研究表明#输入被
Q̂ f

或
6Z

污染的血液或

血制品#受血者被感染的风险将超过
(%P

以上'

-

(

)且目前#该

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案'

/.(

(

)近年来#我国
Q̂ f

及
6Z

感染虽

然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本研究发现其阳性检出率是呈上升趋

势#这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

(

#有由高危人群向普通

人群发展的趋势'

$$

(

)因而采血机构要重视对
Q̂ f

及
6Z

的检

测#确保结果准确无误#坚决杜绝
Q̂ f

或
6Z

经血传播的发

生)其中由于患者感染
Q̂ f

以后#存在一定的潜伏窗口期#在

窗口期后机体才能有效地产生一定滴度的可检测的抗体)而

若献血者处于
Q̂ f

的窗口期内#其传染性最高#病毒在体内大

量复制#但机体并无特异性的抗体#因此该方法并不能有效地

将其检测出来)近期在我国福建省#发生了婴儿因输入
Q̂ f

窗口期的血液而感染上
Q̂ f

的案例#再次启事!尽管
Q̂ f

窗

口期来献血属于小概率事件#但后果影响严重)为此#作者建

议#国家应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尽快推广病毒载量检测等窗口

期检测技术#以缩短
Q̂ f

检测的窗口期#最大限度的保障受血

者的健康安全)

本研究中#

'%

岁以下献血者输血相关感染性指标阳性检

出率较低#分析原因可能是年轻献血人群主要还是以在校大学

生为主#未婚人群比例大#其既往生活和学习方式简单%而
'%

岁以上的献血人群多为已经工作的社会人士#应酬活动多#性

活动活跃且相对复杂#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得其他年龄段

的献血者患上各种传染病的概率要远高于低年龄组)

综上所述#西安市无偿献血志愿者
QHf

*

QKf

*

Q̂ f

和

6Z

的检测阳性率处于较低水平#临床用血相对比较安全#但

Q̂ f

和
6Z

的检测阳性率有上升趋势#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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