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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无连续的监控记录"

设备自带报警温控测得的数据与制冷设备中央温度管理

系统测得的数据无统计学差异!两者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虽然

电子设备不能作为可溯源的温度监控设备!但是它们也有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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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提示!具有良好的温度监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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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管理系统放置于中心供血科!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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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制!保证了报警

后能得到及时查看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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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储血冷库人工监测温度*冷库自带温控显示温

度和制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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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中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

情况下!将自动监控设备和手工记录相结合!有效地使用各种

电子温度监控设备!以进一步确保血液质量"同时!单位质控

部门要定期用经校准的温度计来校准储血设备感应探头的显

示温度值!以达到对储血设备的监控作用"

参考文献

#

!

$ 朱立苇!黄伯里!杨雪梅!等
3

冷藏设备温度自动监测系统

在血站质量监控中的作用初探#

,

$

3

临床输血与检验!

BCCE

!

N

&

B

'(

!CN:!CU3

#

B

$ 张志安!黄中梅
3

血站温度集中监控系统温度计的校准

#

,

$

3

中国输血杂志!

BC!C

!

BF

&

G

'(

DGD:DGE3

#

F

$ 钟宁!顾和平!李志强
3Dl

储血冰箱血液制剂不同储存

载量与采集点温度的关联#

,

$

3

临床输血与检验!

BC!!

!

!F

&

B

'(

!CB:!CF3

#

D

$ 林云明!林金卫!符微
3

冰箱温度无线监控管理系统的使

用与体会#

,

$

3

临床血液学杂志(输血与检验版!

BC!B

!

BE

&

E

'(

GUF:GUD3

#

E

$ 杨伟伟!武志贤
3

储血冰箱实施数字化温度监控系统的应

用体会#

,

$

3

医疗装备!

BC!D

!

BN

&

E

'(

D!3

#

G

$ 吴志民
3

多方位温控保证血液质量#

,

$

3

基层医学论坛!

BC!B

!

!G

&

N

'(

S!G:S!N3

#

N

$ 张梅!钟国权!岑欢!等
3

血库储血设备温度检测结果分析

#

,

$

3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医学版!

BC!F

!

BN

&

D

'(

FDF:FDD3

#

U

$ 苗燕平!何华庆!庄养林!等
3

血站温度自动监测管理系统

与人工监测温度的效果比较#

,

$

3

中国输血杂志!

BC!B

!

BE

&

!B

'(

!FB!:!FBB3

&收稿日期(

BC!E:CS:CU

!

修回日期(

BC!E:CS:BS

'

作者简介$钟江&

!SNDh

'!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血液检测研究"

!经验交流!

!!

>(9

(

!C3FSGS

%

P

39..+3!GN!:UFDU3BC!G3CB3CF!

贵州省血液中心病毒核酸检测应用分析

钟
!

江!郑祥顺!周晓泉!刘玉姣!杨和明!陈
!

曦!邓双奇

"贵州省血液中心检验科!贵阳
FFBCCC

$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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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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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评价贵阳地区无偿献血人群中开展血液病毒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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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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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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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检试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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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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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

联检!并对联检阳性标本做鉴别试验#同时对同批标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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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试剂平行检测&结果
!

Q1_

阳性检出率

为
C3G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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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B

'

NBSGN

$!

]"751

检测阴性标本的
Q1_

阳性检出率
C3!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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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GBD

$#单项核酸阳性标本的鉴别试验阳性率为

BD3Ff

"

BS

'

!!S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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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地区核酸检测合格血液中存在的输血传播疾病风险主要是输血感染
R'&

!

Q1_

用于血液筛查能

进一步降低输血传播疾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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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委下发了+全面

推进血站核酸检测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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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E

年',的通知!要

求
BC!F

年!西部地区省会城市血站核酸检测覆盖率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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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贵州省血液中心按照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

要求!完成了实验室基础建设*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等前期

筹备工作"于
BC!F

年
!C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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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正式将病毒核酸检测用于

本中心献血者血液筛查!现将
!

年的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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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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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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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标本鉴别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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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地病毒流行率差异*检测模式*检测标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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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核酸设备与试剂等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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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项检测合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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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检阳性的标本!所作的核

酸鉴别试验的阳性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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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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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阳性的标本

均为
R'&:Q1_

"对于这一结果可能有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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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核

酸阳性标本的病毒载量较低!病毒在样品中的不规则分布造成

的取样病毒数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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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是
HQ1

病毒!对外界环境适

应性较强!

R6&

和
R7&

均是
%Q1

病毒!稳定性较差!易降解)

&

F

'核酸联检有出现假阳性结果可能"

据报道!隐匿性
R'&

感染献血者是导致
R'.1

<

血液筛

查后输血传播
R'&

的主要原因"隐匿性
R'&

病毒学检测常

表现为
R'.1

<

阴性!而
Q1_

检测阳性"贵州省血液中心

]"751

全项检测合格而
Q1_

联检阳性的标本!鉴别试验阳性

的均为
R'&:Q1_

"从此可以看出!目前贵阳地区
]"751

检

测合格献血者血液中存在的输血传播疾病风险主要是感染

R'&

"综上所述!核酸检测能进一步缩短血液检测的.窗口

期/!减少隐匿性
R'&

感染等原因造成的漏检!降低血液传染

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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