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

!

张新华#

%&('$

$%女#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副主任护师%主要从事输血及其感染研究'

!通讯作者"

!

李仲兴
!!

!"#$%&

(

Q+).

3

F%.

3

2

&%

!

7)+(,-)#

!

综述
!

输血与
CCK

感染

9)#%'/0'"&%#%,()#%'/0'"&%()#%'+"((*,.")0'"%/*4("&%'

张新华!

O4?LR6%."+($

"

%

!

综述
!!

李仲兴!

/GO+).

3

"F%.

3

"

!

!

审校

#

%

河北省血液中心%河北 石家庄
!

"'""*%

)

!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 石家庄
!

"'""""

$

#

%45'5%2&))@:5.95;

%

<+%

T

%$Q+($.

3

"'""*%

%

:+%.$

)

!C+5<5-).@4)7

8

%9$&)J45'5%A5@%-$&0.%=5;7%9

*

%

<+%

T

%$Q+($.

3

"'""""

%

:+%.$

$

"关
!

键
!

词#

!

输血)输血传播病毒)

CCK

感染)血液制品)献血员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

?

!!

"文章编号#

!

%(*%$&(+#

#

!""&

$

"($"))'$"+

!!

%&&*

年%日本学者!

%

"首次发现并报告了输血传

播病毒#

9;$.7J(7%).9;$.7#%995@=%;(7

%

CCK

$%其是

一种引起人类输血后肝炎的新的
BL?

病毒%是继

甲&乙&丙&丁&戊及庚型肝炎病毒之后新近发现的一

种可经血源传播的病毒%在各型肝炎患者的血液中

广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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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育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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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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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床

诊断为非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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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戊型肝炎患者的血清标本中%用聚

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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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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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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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说明中国也存在
CCK

感染问题'本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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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染的相关问题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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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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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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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血清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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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而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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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型肝炎病毒感

染标志的献血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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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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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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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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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献血员中的阳性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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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感染率为
%(,*H

'

!""!

年%苏志鹏等!

'

"

报道杭州地区献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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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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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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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KBL?

%总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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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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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有肝炎症状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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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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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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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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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年龄大的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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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等血液制品被
CCK

污染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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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肝炎无关或致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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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危害性仍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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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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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输血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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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病例%由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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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后感染
C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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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分布%但各地报道差异很大'日本学者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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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科就诊的性病高危人群的阳性率为
!+,+H

)对照

组
&"

例中仅有
)

例阳性%阳性率
),)H

'

!""'

年%

O$.@%5+

等!

%(

"用
D:>

方法检测了伊

朗阿瓦士#

?+S$Q

$的
!'"

例地中海贫血患者的

CCKBL?

%并与
!'"

名献血员进行对比%发现患者

标本中
CCKBL?

阳性率为
'*,!H

#

%)+

.

!'"

$%而

献血员的阳性率为
!"H

#

')

.

!'"

$'说明伊朗地中

海贫血患者的
CCK

感染率很高'

血液制品是其他药物所不能替代的特殊药品%

临床上广泛使用的各种血液制品%如白蛋白&免疫球

蛋白&红细胞&血小板以及各种凝血因子制剂等%都

是预防疾病&救死扶伤必不可少的重要生物制品%其

发挥着其他药物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但是输注血液

制品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输血传播疾病'在采

集的人类血液中难免携带各种病原体%特别是有关

病毒&细菌&螺旋体和原虫等%故保证血液制品质量

及其使用安全是首要问题'如果在生产血液制品过

程中%不进行严格的检测和有效的加工处理%临床使

用就有经血液传播感染性疾病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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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肠黏膜的分泌与吸收#分泌毒素$%破坏肠细胞#细

胞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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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杆菌引起的急性腹泻与食物放置

时间过长%污染食物中变形杆菌大量繁殖产生肠毒

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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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属以鼠伤寒沙门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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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临床上常将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作为治疗沙门

菌属感染的首选药物%造成了对其敏感性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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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耐药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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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庆大霉素

及复方磺胺甲口恶唑敏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

为临床医生%经验用药已不能适应现代化抗感染治

疗的需要%而是应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

这对有效控制感染及耐药菌株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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