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袋未分离前用
JH1

扫描核对试管*血袋*登记表上的条形码是

否一致!从而避免标本错放事件的发生)&

F

'标本标签粘贴(其

不规范影响自动化检测设备的正常扫描!给血液检测工作带来

了不必要的麻烦!既增加了工作量又埋下了影响血液检测质量

的隐患"通过多培训*多沟通!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

D

'标本

的运送(因为遵义市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道路坡度和弯度较大

加之路途较远运输的时间也较长&最远的赤水市中心血库
BDC

公里!需要
F

"

D0

'!容易出现标本倾倒*温度过高等情况"采

用专用送血箱运送血液及标本!标本先放置到适宜的容器内固

定再放入专用送血箱内运送!并在运送过程中监控温度并

记录"

核酸检测工作正在全国各大血站广泛开展!病毒核酸检测

具有高敏感性!能缩短病毒.窗口期/!但核酸实验室的检测环

境要求较高!检测设备*检测试剂投入较大!且对检测工作人员

的要求也较高"而集中化检测可以在一定区域内利用相对优

势的资源建立核酸实验室!使区域内能迅速开展核酸检测新

技术#

!B

$

"

通过
D

年多血液集中化检测的实践!遵义市整体血液检测

工作进一步实现了自动化*标准化!管理上实现了规范化*制度

化*科学化!进一步加强了血液检测前*检测中*检测后过程的

管理"提高了区域内的血液检测质量!促进了区域内的无偿献

血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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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在全面实施核酸检测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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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

*

R7&B

次

]"751

检测既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同时也增加了假阳性所

导致的血源浪费"另一方面核酸检测能有效降低.窗口期/*病

毒变异*免疫静默等原因造成的漏检"因此
]"751

和
Q1_

检

测具有互补性 #

U:!!

$

"尽管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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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R6&

检测采用一遍

]"751

加一遍
Q1_

策略有漏检风险!但血液安全都是相对

的"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操作规范下!合理选择一遍

]"751

加一遍
Q1_

的血液筛查策略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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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血设备温度监控方法比较"

邱本慧!杨冬燕#

"重庆市血液中心业务部
!

DCCC!E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储血设备的温度采取不同的监控方法!了解不同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及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储血设备的

温度实施有效的监测和记录的重要性&方法
!

采用不同分区布控的方法!比较温度计与储血设备自带温控显示温度%以及制冷设

备中央温度管理系统的温度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进行分析&结果
!

温度计与储血设备自带温控显示温度%温度计与储血设备中

央温度管理系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3CE

$#储血设备自带温控显示温度与储血设备中央温度管理系统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C3CE

$&结论
!

储血设备人工温度计监测温度%储血设备自带温控显示温度和储血设备中央温度管理系统在温度监

控环节和过程中各有特点和优势!在实际工作中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将自动监控设备和手工记录相结合!以进一步

确保血液质量&

"关键词#

!

储血设备#温度#效果比较

"中图分类号#

!

%DEN3!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GN!:UFDU

"

BC!G

$

CB:CBD!:CB

!!

在采供血机构!冷链关乎着血液的质量"血液储存温度与

血液质量密切相关!全血及成分血在储存过程中对温度非常敏

感!只有对血液的保存状态持续监控!才能确保血液始终在正

确的条件下储存"因此对储血设备的温度实施有效的监测和

记录对于保障血液质量来说至关重要#

!:B

$

"+血站质量管理规

范,明确规定了要对血液的保存状态进行监控!包括持续的温

度及其他保存条件的监测和记录!+血液储存要求,也对血液储

存温度的监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作者抽取本中心储血设备

为研究对象!将人工温度计监测温度*储血设备自带温控显示

温度和储血设备自动中央温度管理系统监测的温度作了比较!

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3A

!

设备与仪器
!

重庆温度计厂生产的冰箱室温多用温度计!

经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鉴定合格)天津市天商冰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储血冷库)制冷设备中央温度管理系统"

A3B

!

方法

A3B3A

!

温度测试布控
!

在室温情况下!根据+血液储存要求,

附录
'

的测定方法!每个储血冷库分为
F

个区!每个区又分为

上*中*下
F

层!在设备自带报警温控探头旁边和温度自动中央

温度管理系统报警温控探头的旁边布置!共计
D

支温度计)中

央温度管理系统
B

个温度报警温控探头在
!

区和
F

区中层)设

备自带
B

个探头在
B

区中层&见图
!

和图
B

'"

!!

1!

*

1B

*

1F

*

1D

(手工温度计放置点)

'!

*

'B

(设备自带的两个报警

温控探头放置点)

6!

*

6B

(中央温度管理系统报警温控探头放置点"

图
!

!!

冷藏库平面图

A3B3B

!

测试方法
!

根据+血液储存要求,!血液储存设备使用

自动温度监测管理系统时!人工记录温度每天至少
B

次"选取

每个探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血液载量测试
!U

次!每种监控

方式测试
FG

次!记录数据"

A3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J55!U3C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样本

经
b($@(

<

(-(L:5@9-+(L

检验!若
!

%

C3CE

则符合正态分布)再

作方差齐性检验!若
!

%

C3CE

则方差齐性齐)作单因素方差分

析!进行
"5H

检验!以
!

$

C3C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为中央温度管理系统报警温控探头)

"

(设备自带的报警温控

探头)

7

(手工温度计放置点"

图
B

!!

冷藏库立体图

B

!

结
!!

果

1F

*

1D

手工温度计平均温度
B3UFl

!设备自带报警温控

探头&

'!

*

'B

'平均温度
F3NEl

!两者平均温差
C3SBl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C3CE

')

1!

*

1B

手工温度计平均温度
F3SC

l

!中央温度管理系统&

6!

*

6B

'平均温度
F3NCl

!两者平均温

差
C3BC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3CE

')设备自带报警温控

探头与中央温度管理系统报警温控探头两者平均温差
C3CE

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C3CE

'"

C

!

讨
!!

论

作者通过对比发现!虽然所有的温度显示都在
B

"

Gl

的

正常温度范围!但是设备自带报警温控探头测得的数据与制冷

设备中央温度管理系统测得的数据无论是在空转还是在储血

状态下!测得的温度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C3CE

'!却均

与手工温度计测得的数据有统计学差异&

!

$

C3CE

'"

经过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鉴定合格的用于人工测

量的温度计为可溯源温度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

准+血液储存要求,的规定!即使使用自动温度监控系统!也必

须要使用人工记录温度"通过此次试验!发现温度计与自动温

度监控系统的确存在差异!因此在使用自动温度监控系统的同

时使用手工记录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起到定期监控记录并比

较其他如外显温度!起到定期校准的作用!同时防止箱外固定

温度显示器失灵时未能及时发现!以确保全血及红细胞制剂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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