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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做好考前复习工作，特组织国内有关专家、教授编写了《2012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指导》输血技术部分。
本书根据最新考试大纲中的具体要求，参考国内外权威著作，将考试大纲中的各知识点与学科的系统
性结合起来，以便于考生理解、记忆。
《输血技术(师中级适用专业输血技术师输血技术中级)》依据科目分为“基础知识”、“相关专业知
识”、“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
建议不同层次的报考人员根据考试大纲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
本书由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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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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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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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T淋巴细胞
　第十节　抗原提呈细胞与抗原的处理及提呈
　第十一节　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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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节　超敏反应
　第十四节　自身免疫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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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医患关系
　第三节　输血医学的伦理原则
　第四节　献血和输血的伦理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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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相关专业知识
第六章　输血相关法律法规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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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
　第五节　《血站质量管理规范》
　第六节　《血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第七节　《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
　第八节　《输血医学常用术语》(WS—T203—2001)
　第九节　《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GB18467—2001
　第十节　《全血及成分血质量要求》GBl8469—2001
　第十一节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
　第十二节　《临床输血技术规范》
　第十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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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节　献血和输血的伦理规范
第七章　输血信息化管理
　第一节　信息化管理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输血管理信息系统
　第三节　条形码技术在输血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应用
第八章　各系统疾病诊断基础
　第一节　传染性疾病
　第二节　泌尿系统疾病
　第三节　内科系统疾病
　第四节　外科疾病
　第五节　妇产科疾病
　第六节　新生儿疾病
第九章　流行病学
　第一节　流行病学的特点
　第二节　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第十章　输血的质量管理
　第一节　质量与质量管理概论
　第二节　与质量管理有关的概念
　第三节　输血质量管理体系及特点
　第四节　输血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
　第五节　输血质量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六节　输血技术标准化管理
第十一章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编写
　第一节　质量体系文件层次
　第二节　质量手册
　第三节　程序性文件
　第四节　作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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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记录
　第六节　文件的编写、执行、管理
第十二章　基本统计
　第一节　基本概念及统计量
　第二节　正态分布
　第三节　常用统计学方法
第十三章　临床输血
　第一节　内科输血
　第二节　外科输血
　第三节　妇产科输血
　第四节　儿科输血
　第五节　器官移植的输血
　第六节　自身输血
　第七节　血浆代用品与红细胞代用品
第三篇　专业知识
第十四章　安全献血
　第一节　确定低危献血者
　第二节　献血者的教育、动员和招募
　第三节　献血者的选择
　第四节　血液采集
　第五节　献血后护理和咨询
　第六节　献血不良反应、并发症及其处置
　第七节　献血后的生理恢复
　第八节　献血记录
　第九节　献血者的保留
　第十节　献血者的关爱
第十五章　血液成分的制备原理
　第一节　血液成分制备原理
　第二节　血液成分单采机的种类及工作原理
　第三节　单采血小板
　第四节　单采其他成分
第十六章　血液及其成分的保存、运输和发放
　第一节　血液保存发展概述
　第二节　血液及其成分的保存
　第三节　血液及其成分的冷冻保存
　第四节　全血及其成分运输的基本要求
　第五节　全血及其成分的发放
第十七章　输血相关传染病检测原理
　第一节　输血相关传染病概述
　第二节　输血相关病毒性肝炎
　第三节　输血相关艾滋病／HIV感染
　第四节　可能通过血液传播的其他疾病
　第五节　医学检验的质量保证、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量评价
第十八章　免疫血液学
　第一节　染色体
　第二节　血型遗传
　第三节　红细胞血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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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红细胞血型血清学
　第五节　白细胞抗原系统
　第六节　血小板血型系统
第十九章　血液及血液成分输注
　第一节　全血输注
　第二节　红细胞输注
　第三节　粒细胞输注
　第四节　血小板输注
　第五节　血浆与冷沉淀输注
　第六节　造血干细胞移植(输注)
　第七节　输血疗效评估
第二十章　输血不良反应与相关性疾病
　第一节　免疫相关输血不良反应与相关性疾病
　第二节　非免疫相关输血不良反应与相关性疾病
　第三节　经血传播的输血相关性疾病
第四篇　专业实践能力
第二十一章　临床输血管理
　第一节　输血流程管理
　第二节　血液库存管理
　第三节　输血相容性检测管理
第二十二章　标本的采集
　第一节　血液标本采集与处理
　第二节　抗凝剂的选择
第二十三章　红细胞检查
　第一节　红细胞计数
　第二节　血红蛋白测定
　第三节　血细胞比容测定
第二十四章　白细胞检查
第二十五章　血栓与止血的检验基本方法
　第一节　筛查试验
　第二节　血小板检验
　第三节　凝血因子检验
第二十六章　血浆蛋白质检查
　第一节　主要血浆蛋白质的理化性质、功能和临床意义I
　第二节　血浆蛋白质测定、参考值及其临床意义
第二十七章　肝胆疾病的实验室检查
第二十八章　献血者沟通
　第一节　献血的知情同意
　第二节　献血后检测结果的告知
　第三节　献血者隐私的保护
　第四节　无偿献血保持
第二十九章　血液的采集
第三十章　血液成分的制备
　第一节　红细胞制剂的种类和制备
　第二节　浓缩血小板制剂
　第三节　血浆制品及冷沉淀的制备
　第四节　射线辐照的血液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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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单采血小板
　第七节　冷冻红细胞
第三十一章　输血相关疾病检测技术
　第一节　输血相关疾病检测的一般要求
　第二节　输血相关疾病的检测方法
　第三节　艾滋病检测技术
　第四节　输血相关病毒性肝炎的检测技术
　第五节　输血相关梅毒的检测技术
　第六节　输血相关疟疾检测
　第七节　输血相关HTLV-I／Ⅱ检测
　第八节　输血相关巨细胞病毒感染的检测
　第九节　其他输血相关疾病
第三十二章　免疫血液学技术
　第一节　白细胞抗原系统
　第二节　血小板血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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