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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龙岗地区菌痢的流行趋势!为进一步制订治理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运用
QTB@K

软

件对该地区
%''.

!

%''1

年的菌痢发病数进行指数曲线拟合!分析其变化趋势!并根据所建立的经验公式对下一年

的菌痢发病数进行外推预测$结果
!

建立该地区
%''.

!

%''1

年的菌痢发病数拟合模型为(

,h-&41%$@

'4%%2%3

!相

关指数
V

%

h'411/%

!拟合效果良好$结论
!

龙岗地区近年来的菌痢发病数呈上升趋势!预计
%'/'

年的菌痢发病数

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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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是由志贺菌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

传染病)其流行影响因素很多#如食用被污染的食物*不良卫

生习惯*生活环境*疲劳受凉等)多年来#菌痢发病率一直处于

较高的发病水平#发病率居肠道传染病的前列#是影响本地区

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主要传染病之一)为进一步控制该病

的流行#掌握本地区菌痢流行特征#为今后防治工作提供控制

策略和措施#作者运用
QTB@K

软件对本地区
%''.

!

%''1

年的

菌痢发病数进行曲线拟合#分析其变化趋势#并根据所建立的

经验公式对下一年的菌痢发病数进行外推预测#为制订进一步

的治理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4A

!

一般资料
!

本地区
%''.

!

%''1

年的菌痢发病数由本地

区预防保健所提供)

A4B

!

方法
!

运用
QTB@K

软件提供的函数和数据分析工具#对

%''.

!

%''1

年的菌痢发病数与时间&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

析#并建立相应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

,

)

B

!

结
!!

果

B4A

!

创建经验公式
!

本地区
%''.

!

%''1

年的菌痢发病人数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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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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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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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菌痢发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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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年'

年度序号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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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上述
QTB@K

工作表中一个任意空单元格#点击菜单

3插入4

)

3图表4#选取3

eY

散点图4#在子图表类型中选择3折

线散点图4#按提示3下一步4#在3数据区域4中选择系列产生在

3列4#并点击数据区域中的数据编辑框#在工作表上用鼠标拖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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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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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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拽选定作图所需的数据和标志区#在本图中则选择
%''.

!

%''1

年的合计患者数#完成
eY

图形)用右键点击
eY

图形上

的
eY

曲线#出现对话框#选3添加趋势线4#出现3趋势线4对话

框)3趋势线4对话框中的曲线3类型4#有3线性4*3对数4*3多

项式4*3升幂4*3指数4*3移动平均4等
.

种可供选择)根据观

察#选取一种适合的线型#再点击3选项4#选中3显示公式4和

3显示
)

平方值4#然后点3确定4#

eY

图形上就会自动加上选

定的曲线公式&经验公式'和
V

% 值)

曲线配合的拟合度优劣以相关指数
V

% 表示#表示经验公

式对原始数据拟合的程度)观察经验公式和原曲线的拟合效

果#并看
V

% 值的大小#如果曲线拟合不够理想#或
V

% 值偏低#

可重新选择拟合公式)方法是用右键点击
eY

图形的拟合曲

线&注意!不是点击原始的
eY

曲线'#再点3趋势线格式4#在

3趋势线格式4对话框中重新选取3类型4和3选项4#另外选择一

种曲线)

根据散点图的变化趋势#对表
/

的数据选择3指数4曲线模

型进 行 拟 合#在
QTB@K

上 可 直 接 显 示 经 验 公 式!

, h

-&41%$@

'4%%2%3

#相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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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效果良好)式中
,

为理论值&拟合值'#

3

为年度序号&即时间序列号#

3h/

#

%

#

-

#

0

'#

@

为自然对数的底数#见图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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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
%''.

!

%''1

年菌痢发病情况

B4B

!

拟合值的计算
!

将年度序号&即
3

/

h/

#

3

%

h%

#5#

3

0

h

0

'依次代入所得的回归方程中#求出拟合值数列#如
%''.

年的

拟合值为!

,

%''.

h-&41%$@

'4%%2%3/

h0&4&$0'

#同理#推算出其

余年份的拟合值#具体见表
%

第
0

列#可见拟合值与实际值之

间很接近#最大的相对误差仅占实际值的
%4./5

&

%''&

年度')

据此模型外推预测
%'/'

年&

3h$

'的发病患者数理论值为

/%/4%%-.

例)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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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细菌性痢疾发病的指数曲线拟合

年度序号 年份 实际发病数 拟合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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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本地区的细菌性痢疾患者数呈逐年上升趋势#究其主要原

因!&

/

'由于该地区邻近香港*澳门#是我国重要的陆上进出口

通道#居民与港澳及东南亚国家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

&

%

'该地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工矿企业众多#外来务工人员相

对集中#由于存在相应需求#各类饮食摊店应势而生#经营人员

均以外来人员为主#这些经营者的文化水平*卫生意识相对较

差#消费人群也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他们对饮食卫生要求相

对较低#同时由于经营者流动性大#这些饮食店的食品加工基

本条件*卫生设施*消毒设施等食品加工硬件设施均无法达到

相应卫生要求#再加上从业人员的卫生知识缺乏*食物中毒防

范意识差等原因#这是食品安全隐患重要原因之一)&

-

'近年

来#该街道预防保健所&卫生监督分所'加强了对辖区社区健康

服务中心和民营医院*门诊部*个体诊所等社会医疗机构肠道

传染病报告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管#漏报*瞒报现象大为减少#菌

痢发病的报告数相应地逐年上升)

根据杨倬+

-

,对本地区细菌性痢疾季节流行趋势分析#本地

区菌痢发病的均数估计值为
&

月
1

日#流行高峰期在
$

月
/&

日至
/'

月
%1

日)菌痢的发病率一直位于本地区传染病的前

列#其防治工作仍然是本地区传染病控制工作中的重点#应针

对该地区菌痢发病高峰季节采取加强食品卫生管理*环境整

治*健康教育等综合性防治措施#做到有的放矢#有效控制其发

生和流行)要做到!&

/

'在做好菌痢患者早发现*早报告*早诊

断*早治疗#及时切断传播途径的基础上#加强托幼机构*学校*

工地等集体单位的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卫生的管理#控制菌痢的

暴发流行(&

%

'加强肠道传染病的监控工作#严格落实各级医疗

机构的肠道传染病上报制度#保证其监控和上报的敏感性*及

时性和完整性(&

-

'重点抓好供水系统卫生监督和饮食卫生的

监督#做好季节性饮用水消毒监测(&

0

'充分发挥社区健康服务

中心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培养良好的个

人饮食卫生习惯(&

$

'提倡全民健身运动#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以有效控制菌痢等肠道传染病的流行)作者相信#随着依法防

治措施的强化及社会的不断发展*居住条件和卫生设施的改

善*居民的卫生及自我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本地区菌痢的防

控工作将会取得显著成效+

0*.

,

)

QTB@K

软件在计算机里的安装率是很普遍的#但其使用率

并不高)作者将
QTB@K

的专用工具和专用函数引入传染病管

理的范畴中#简洁*便利地建立了数据序列的经验公式#进行深

入地分析#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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