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通讯作者)

2/F@:E

$

#776)#+67$+

+

#*+,C9F

*

!论
!

著!

苏州地区健康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调查研究

朱琴芳!俞
!

钱!赵
!

星!陈昭华!徐红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市立医院本部检验科!

江苏苏州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苏州地区健康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

U

H

#感染现状!并就性别'年龄'职业等感染相关因素

进行分析$方法
!

随机抽取
!"#"

年
*

至
!"##

年
+

月来苏州市立医院体检的健康人群
+!*)

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从
!"

"

*"

岁!采用胶体金法检测血清幽门螺杆菌尿素酶抗体$结果
!

苏州地区体检人群
U

H

感染率为
7*,7-

!男

性与女性之间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年龄

在
!#

"

7"

岁的体检者!其
U

H

的感染率较低!为
7",#-

&年龄在
%#

"

6"

岁!感染率达高峰!且趋于稳定!其中
%#

"

)"

'

)#

"

$"

'

$#

"

6"

岁三个年龄段之间的体检者!感染率分别为
%!,$-

'

%#,6-

'

%!,6-

$不同职业者之间的
U

H

感

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最低"

7%,7-

#!其次是教师的感染率也较低"

7$,%-

#!司机

和记者的
U

H

感染率较高!分别为
%#,*-

'

%7,+-

$结论
!

苏州地区体检人群
U

H

感染低于全国水平!其感染与性

别'年龄'职业因素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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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

U

H

%是一种革兰阴性螺旋状杆菌#在胃上皮

细胞定居繁殖#

#+*7

年由澳大利亚的
&@B5A@EE

等从胃黏膜标

本中分离成功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U

H

感染是慢性胃

炎#消化性溃疡等消化系统疾病的主要原因#与胃癌也有密切

的关系,

#

-

)为了解本地区
U

H

感染情况#分析其感染的相关因

素#对本院
+!*)

例健康体检者抗
U

H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体检

的健康人群
+!*)

例#年龄
!"

"

*"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

$,/

!

方法
!

抽取体检者空腹静脉血
!F4

#分离血清)采用北

京康美天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U

H

尿素酶抗体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检测)

$,'

!

统计学处理
!

各种相关因素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男性组与女性组之间
U

H

感染的检测结果
!

苏州地区体

检人群
U

H

总的感染率为
7*,7-

#男性
U

H

感染率为
%",6-

#

高于女性组的感染率#两组之间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不同年龄组之间
U

H

感染情况比较
!

不同年龄组之间的

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年龄在
!#

"

7"

岁的体

检者#其
U

H

的感染率较低#为
7",#-

)随年龄的增长感染率

增加#

%#

"

6"

岁#感染率达高峰#且趋于稳定#其中
%#

"

)"

岁*

)#

"

$"

岁*

$#

"

6"

岁的体检者
U

H

感染率接近#分别为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4@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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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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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E,+

!

N9,#*



%!,$-

*

%#,6-

*

%!,6-

)

6"

岁以上的老年人#感染率又有所

下降#见表
!

*图
#

)

表
#

!

+!*)

例体检者中男性+女性组抗
U

H

抗体阳性率比较

性别 阳性例数 阴性例数 合计$

%

% 阳性率$

-

%

男
#6%% !)%$ %!+" %",6

女
#*"+ 7#*$ %++) 7$,!

@

合计
7))7 )67! +!*) 7*,7

!!

注!与男性比较#

@

#

!

b#+,!

#

#

"

",")

)

表
!

!

不同年龄段
U

H

感染阳性率比较

年龄$岁%

%

阳性率

,

%

$

-

%-

年龄$岁%

%

阳性率

,

%

$

-

%-

!#

"

7" #$76 %+!

$

7",#

%

@

#

6" $*" !%$

$

7$,!

%

@

7#

"

%" !!## *"7

$

7$,7

%

@ 合计
+!*) 7))7

$

7*,7

%

@

%#

"

6" %6)6!"#!

$

%!,7

%

!!

注!与
%#

"

6"

岁比较#

@

#

!分别为
6$,#

*

!!,#

*

*,+

#

#

"

",")

)

图
#

!

不同年龄组
U

H

感染情况比较

/,'

!

不同职业其
U

H

感染情况比较
!

不同职业者之间的
U

H

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最

低$

7%,7-

%#其次是教师组的感染率也较低$

7$,7-

%#司机和

记者的
U

H

感染率较高#分别为
%#,*-

#

%7,+-

#见表
7

)

表
7

!

不同职业其
U

H

感染情况比较

职业
%

阳性率

,

%

$

-

%-

职业
%

阳性率

,

%

$

-

%-

职员
#)!! )+7

$

7+,#

% 医务人员
!!!7 6$7

$

7%,7

%

司机
)%* !!+

$

%$,*

% 公务员
#7)# )!!

$

7*,$

%

教师
##+% %7%

$

7$,7

% 其他
!#76 *6%

$

%",+

%

记者
7#" #7$

$

%7,+

% 合计
+!*) 7))7

$

7*,7

%

!!

注!采用多组率或构成比较#

#

!

b7",7

#

#

#

",")

)

'

!

讨
!!

论

人是
U

H

惟一的自然宿主#通过人与人直接或间接接触就

可以感染
U

H

#它有很强的活性与繁殖力)

U

H

感染是世界上

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其感染已被认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在全球自然人群的感染率超过
)"-

#在不同地区*不同种族感

染率明显不同,

!/%

-

)目前#不需获得胃黏膜组织来诊断
U

H

感

染的检测方法有#7

(

或#%

(

呼气试验*幽门螺杆菌尿素酶抗体

检测*粪便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其中#幽门螺杆菌尿素酶抗体

检测已广泛用于
U

H

感染的辅助诊断及流行病学调查,

)/$

-

)

本次调查研究发现#苏州地区健康体检人群抗
U

H

抗体阳

性率为
7*,7-

#低于全国水平,

6

-

#可能与本地区生活饮食习

惯*卫生状况相关)男性
U

H

感染率高于女性的感染率#两组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文献报道#男女
U

H

感

染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感染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年龄在
!#

"

7"

岁的体检者#其

U

H

的感染率较低#为
7",#-

#随年龄的增长感染率增加#其原

因可能与
U

H

的重要传播途径即人
/

人传播及多次接触后才导

致
U

H

感染有关,

+

-

)从中年到老年#感染率趋于稳定#即年龄

在
%#

"

6"

岁#感染率达高峰#其中
%#

"

)"

*

)#

"

$"

*

$#

"

6"

岁

体检者#感染率相差较小#分别为
%!,$-

*

%#,6-

*

%!,6-

#

6"

岁以上的老年人#感染率又有所下降)

就不同职业者之间的
U

H

感染率而言#差异也有统计学意

义$

#

"

",")

%)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最低$

7%,7-

%#与医务人员

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及专业防护意识有关(教师的感染率也较

低#这或许与教师的受教育程度高有一定关系(司机与记者的

感染率较高#这两类人群都存在在外就餐多的情况#即与其饮

食因素有关,

#"

-

)

总之#

U

H

的感染与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状态*个人卫生习

惯*饮食习惯等因素有关)因此为防止交叉感染#减少疾病的

发生#因该切断传播途径#加强个人卫生#杜绝病从口入#加大

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
U

H

感染的认识#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真正减少
U

H

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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