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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性溃疡患者血清胃蛋白酶元*胃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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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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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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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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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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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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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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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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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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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3"

%!

-X!-B.

+

X

, 陶伟#张宁#杨力
.

慢性胃病及胃癌中幽门螺杆菌感染与

血清胃蛋白酶原水平变化的关系+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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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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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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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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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幽门螺杆菌卵黄抗体的研究

进展+

Z

,

.

广东医学#

3%-$

#

"#

$

3%

%!

"3&X!"3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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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兰静#刘春兴#安仙园
.

血清胃蛋白酶原和抗
)

,

'

8

2

抗体对消化性溃疡的临床意义+

Z

,

.

检验医学#

3%-$

#

3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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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A.

$收稿日期!

3%-#!%&!%-

!!

修回日期!

3%-#!%X!%#

%

!临床探讨!

苏州市姑苏区
A

!

B

岁小学生第一恒磨牙健康状况调查

李
!

蓓"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口腔系!江苏苏州
!

3-#%%3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苏州市姑苏区
A

!

B

岁小学生第一恒磨牙健康状况!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窝沟封闭!以

降低第一恒磨牙患龋率$方法
!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苏州市姑苏区
&

所小学
"A$-

例
A

!

B

岁学生

第一恒磨牙萌出率'患龋人数'龋均'窝沟封闭人数'龋失补牙数!比较不同区域'性别'年龄之间的差异$

结果
!

"A$-

例学生中!第一颗恒磨牙萌出人数
"A3$

例"

BB.##T

#!患龋
&$&

例"

-A.3AT

#!龋均
%."3

!窝沟封闭人

数
-XB-

例"

#%.##T

#$郊区学生的患龋率和龋均明显高于中心区!女生患龋率和龋均明显高于男生!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B

$

%.%#

#%随着年龄的增加!患龋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

例患龋学生中!龋失补

牙
-"$$

颗!其中第一恒磨牙
-%A#

颗"

X%.%"T

#!缺失
AX

颗"

#.ABT

#!充填
-B-

颗"

-$.-XT

#$郊区学生患龋牙数

明显多于中心区'城乡结合部!女生患龋牙数明显多于男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随着年龄的增加!患

龋牙数明显增加"

B

$

%.%#

#$结论
!

苏州市姑苏区小学生第一恒磨牙患龋率'患龋牙数发生率较高!且与区域'性

别'年龄呈相关性$

"关键词#

!

小学生%

!

第一恒磨牙%

!

龋病%

!

窝沟封闭%

!

流行病学调查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A3!B$##

"

3%-&

#

%3!%3&%!%"

!!

第一恒磨牙又称六龄牙#是六岁左右萌出的第一颗恒牙#

有着重要的解剖和功能特点)目前#儿童第一恒磨牙患龋率较

高#窝沟封闭作为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防龋措施之一+

-

,

#已在

世界各地广泛开展)作为苏州市姑苏区实事工程之一的儿童

口腔健康工程#目的在于了解儿童的口腔健康#为适龄儿童提

供专业的窝沟封闭治疗#降低第一恒磨牙的患龋率#为儿童的

口腔健康保驾护航)本次调查数据均来源于
3%-"

年姑苏区儿

童口腔健康工程#旨在为政府卫生部门口腔卫生保健工作和相

关政策提供信息支持)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将苏州市姑

苏区
""

所小学分成中心区*城乡结合部*郊区三层#每层抽取

数量相同的样本量#共抽取
&

所学校#对其中二*三年级学生全

部进行调查#共纳入
"A$-

例调查对象#其中男
-BA3

例#女

-A&B

例(年龄
A

!

B

岁$

A

!$

X

岁
-%&-

例#

X

!$

B

岁
-"-%

例#

&

B

岁
-"A%

例%(按区域分#中心区
-"A3

例#城乡结合部

-33&

例#郊区
--$"

例)

$./

!

方法
!

调查标准采用
a)V

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并

参照全国第
"

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3

,

)采用横断面调查#

调查人员由口腔医学院毕业生*临床工作经验满
3

年人员组

成#调查前和调查中进行一致性检验#

cI

,,

I

值均大于
%.X#

#

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采用平面口镜#

#

号探针于自然光线

下按象限顺序检查并记录#填写江苏省儿童龋病调查表)本次

调查后期的窝沟封闭治疗术均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口腔医

师完成)

$.'

!

观察指标
!

包括第一恒磨牙萌出人数*患龋人数*窝沟封

闭人数*龋失补牙数)萌出率
g

牙齿萌出人数"受检人数
]

-%%T

(患龋率
g

患龋人数"受检人数
]-%%T

(龋均
g

龋*失*补

牙数之和"受检人数(窝沟封闭率
g

接受窝沟封闭人数"受检人

数
]-%%T

)

$.1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资料均录入
4D01E

数据库#采用

5P55-B.%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
AY=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5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3

检验#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第一恒磨牙萌出率*患龋情况*龄均*窝沟封闭情况
!

"A$-

例学生中#第一恒磨牙萌出人数
"A3$

例$

BB.##T

%#患龋

&$&

例 $

-A.3AT

%#龋 均
%."3

#窝 沟 封 闭 人 数
- XB-

例

$

#%.##T

%)郊区患龋率*龋均明显高于中心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

%(女生患龋率*龋均明显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INU1KQE<=

!

ZI=/I@

M

3%-&

!

+>E.-"

!

:>.3



学意义$

B

$

%.%#

%(随着年龄的增加#患龋率明显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

%)不同区域*性别*年龄第一恒磨牙萌

出率*窝沟封闭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见

表
-

)

表
-

!

不同区域+性别+年龄第一恒磨牙萌出率+患龋率等比较

组别
'

第一恒磨牙

萌出率

+

'

$

T

%,

患龋率

+

'

$

T

%,

龋均

$

'

%

窝沟封闭率

+

'

$

T

%,

区域 中心区
-"A3-"A%

$

BB.X#

%

3-%

$

-#."-

%

%.3# A$3

$

#$.%X

%

城乡结合部
-33&-33%

$

BB.#-

%

3--

$

-A.3-

%

%."% &3%

$

#%.#A

%

郊区
--$"--"$

$

BB.3-

%

33#

$

-B.&B

%

%."X #3B

$

$&.3X

%

性别 男
-BA3-B&X

$

BB.X%

%

3"%

$

--.&&

%

%."3 B%"

$

$#.AB

%

女
-A&B-A#&

$

BB.3A

%

$-&

$

3".#3

%

%."& BXX

$

##.X#

%

年龄
A

!$

X

岁
-%&--%#-

$

BB.%&

%

-33

$

--.#%

%

%.3A #$#

$

#-."A

%

X

!$

B

岁
-"-%-"%#

$

BB.&3

%

33&

$

-A.3#

%

%."- &&3

$

#%.#"

%

&

B

岁
-"A%-"&X

$

BB.X#

%

3BX

$

3-.A#

%

%."A &X$

$

$B.B"

%

/./

!

龋失补牙情况
!

&$&

例患龋学生中#龋失补牙
-"$$

颗#

其中第一恒磨牙患龋牙数
-%A#

颗$

X%.%"T

%#缺失牙数
AX

颗

$

#.ABT

%#充填牙数
-B-

颗$

-$.-XT

%)患龋牙数比较#郊区明

显多于中心区*城乡结合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女

生患龋牙数明显多于男生$

B

$

%.%#

%(随着年龄的增加#患龋

牙数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不同区域*性

别*年龄在缺失数*充填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3

)

表
3

!

不同区域+性别+年龄第一恒磨牙龋失补牙

!!!!

情况比较)

'

%

T

(*

组别
第一恒磨牙

$

'g-%A#

%

缺失

$

'gAX

%

充填

$

'g-B-

%

区域 中心区
"%%

$

3A.B-

%

"#

$

$$.XA

%

##

$

3X.X%

%

城乡结合部
"-#

$

3B."%

%

3X

$

"#.B%

%

&%

$

"-.$-

%

郊区
$&%

$

$3.AB

%

-#

$

-B.3"

%

A&

$

"B.AB

%

性别 男
"$#

$

"3.%B

%

$%

$

#-.3X

%

&%

$

"-.$-

%

女
A"%

$

&A.B-

%

"X

$

$X.A3

%

-"-

$

&X.#B

%

年龄
A

!$

X

岁
-"%

$

-3.%B

%

"#

$

$$.XA

%

#X

$

"%."A

%

X

!$

B

岁
$-#

$

"X.&%

%

3X

$

"X.B%

%

$X

$

3#.-"

%

&

B

岁
#"%

$

$B."%

%

-#

$

-B.3"

%

X#

$

$$.#%

%

'

!

讨
!!

论

3%%#

年第
"

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

岁

年龄组儿童乳牙患龋率为
&&.%T

#

-3

岁儿童恒牙患龋率为

3X.BT

+

"

,

)儿童第一恒磨牙患龋率比较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

几点!$

-

%第一恒磨牙牙合面窝*沟*点隙多#易造成食物滞留#

菌斑堆积)$

3

%儿童喜欢含糖量高*质软*黏性食物)$

"

%第一

恒磨牙萌出时儿童多在六岁左右#口腔卫生保健意识不强#口

腔自洁和清洁力度差+

$

,

)$

$

%儿童相对成人睡眠时间长#睡眠

时口腔分泌唾液量会相对减少#不利于口腔自洁#唾液抗龋作

用下降#龋病发生率增加+

#

,

)$

#

%年轻恒牙牙髓神经系统发育

不完善#儿童患龋后自觉症状不如成人明显#同时儿童的自我

感知能力和表达能力不强#很多牙齿发展到深龋甚至牙髓炎*

根尖周炎后才被发现)$

&

%乳牙患龋经历增加恒牙患龋风险)

有学者发现乳牙龋和恒牙龋有高度正相关性#恒牙有龋的儿

童#其乳牙均有龋(乳牙无龋的儿童其恒牙也无龋+

&

,

)

目前#国内关于
A

!

B

岁小学生第一恒磨牙患龋率的文献

报道较少#刘怡杰等+

A

,等对大连开发区
--&%

例
A

!

B

岁小学

生调查研究中#报道成洞龋患病率为
-B.-T

)本次调查中#姑

苏区部分
A

!

B

岁小学生第一恒磨牙萌出率
BB.##T

#患龋率

-A.3AT

#与上述文献报道基本一致#提示姑苏区小学生第一恒

磨牙患龋率比较高#应加强对此方面的干预)

进一步分析表明#女生患龋率*患龋牙数明显高于男生#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可能与女生爱吃甜食有关(随着

年龄的增长#患龋率*患龋牙数明显增加$

B

$

%.%#

%#国内外文

献资料也有类似的报道+

X!B

,

)本文研究还表明#郊区患龋率*患

龋牙数明显高于中心区域$

B

$

%.%#

%#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因此地方政府部位在制订学生口腔疾病预防政策时#应

结合具体情况给予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窝沟封闭作为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防龋措施之一#其机制

为封闭剂与窝沟产生紧密结合#阻止致龋菌的生长繁殖和侵

入#避免致龋菌引起窝沟釉质脱矿致龋+

-%

,

)窝沟封闭对于降

低恒牙患龋率受很多因素影响#除了已经被大家广泛认知的原

因外#作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也会对其影响#$

-

%.四手操作/!

窝沟封闭操作过程中最好采用.四手操作/

+

--

,

)在医生操作过

程中协助牵拉口角*吸唾#缩短治疗时间#保持术区清洁*干燥#

降低唾液再次污染#提高操作的成功率)$

3

%窝沟处理!牙合面

窝沟存在多种形状#细而深的窝沟不容易清理#食物残渣易存

留#增加患龋的概率(同时封闭剂不容易渗透到窝沟底部#增加

窝沟封闭失败率)有研究发现窝沟釉质成型封闭术可以明显

减少封闭剂边缘微渗漏问题#提高封闭效果+

-3!-"

,

)$

"

%召回模

式!周丽俐等+

-$

,调查发现不同召回模式对于卫生知识知晓率

及实施率存在明显差异#建议采用群体召回特别是进入学校现

场窝沟封闭的模式)

本研究结果表明#苏州市姑苏区小学生第一恒磨牙患龋

率*患龋牙数发生率较高#且与区域*性别*年龄具有相关性)

地方卫生部门应结合这些特点制订相关干预政策#以预防和及

早治疗龋病#保证儿童健康成长)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选择

样本对象较少#且缺乏对发病原因的比较研究#有待于今后扩

大样本量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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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两种方法检测肝吸虫虫卵的效果比较

余一海-

!吴
!

3

!李艳銮"

"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3X"%%

%

3.

南方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广州
!

#-%#-#

%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桂洲医院检验科
!

#3X"%#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法和改良加藤氏厚涂片法检测肝吸虫虫卵的效果$方法
!

将
3%%

例粪

便标本分别用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法和改良加藤氏厚涂片法进行肝吸虫虫卵检测!将所得数据作对比分析$

结果
!

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法"

-

份涂片'

3

份涂片'

"

份涂片#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T

'

3-.%T

'

3#.%T

!改良加藤氏

厚涂片法的阳性率分别为
"3.#T

'

$-.%T

'

$#.#T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结论
!

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法检出率明显低于改良加藤氏厚涂片法%应增加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法的检测次数或结合

其他检测方法!来提高肝吸虫检出率$

"关键词#

!

肝吸虫虫卵%

!

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法%

!

改良加藤氏厚涂片法

!"#

!

$%&'()(

"

*

&+,,-&$)./0(122&/%$)&%/&%1V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A3!B$##

"

3%-&

#

%3!%3&3!%"

!!

近年来#肝吸虫诊断率的提高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

-

,

)广

东顺德一直以来是我国肝吸虫感染率最高的地区+

3

,

#探讨如何

提高肝吸虫虫卵检测方法的检出率对该地区居民健康具有重

要意义)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法和改良加藤氏厚涂片法都是目

前国际上使用比较广泛的粪便虫卵检查法#后者更是对粪便虫

卵有定性和定量的特点+

"

,

)为了比较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法和

改良加藤氏厚涂片法检测肝吸虫虫卵的效果#本文采集广东省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患者的
3%%

例粪便标本#用生

理盐水直接涂片法和改良加藤氏厚涂片法分别进行检测及结

果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3%-$

年
-3

月
-

!

3%

日在广东省佛山市

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患者共
3%%

例#其中男
BX

例#女

-%3

例#年龄
$

-

!

B$

岁)所选研究对象近期均未经相关药物

治疗)每例患者采集
-

份标本)

$./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VE

M

;

,

/7

光学显微镜*恒温水浴箱*

透明液*透明液中浸泡
3$F

以上的亲水性透明玻璃纸*

X%

!

-%%

目"
3#.$

毫米的尼龙纱网*塑料定量板*刮片)

$.'

!

方法

$.'.$

!

取材
!

每例患者的粪便标本分成两份#分别进行生理

盐水直接涂片法和改良加藤氏厚涂片法检验)

$.'./

!

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法
!

在洁净的载玻片中央滴上
-

滴

生理盐水#用竹签或牙签挑取米粒大小的粪便#置于生理盐水

中均匀涂抹(厚度以能透过粪膜隐约可辨认玻片下的字迹为

宜(镜检时浏览全片+

$

,

)每份粪样做
"

张涂片镜检)

$.'.'

!

改良加藤氏厚涂片法
!

将定量板置于载玻片中部#用

刮片从尼龙纱网上刮取细粪渣填入定量板的中央孔中#填满刮

平(小心提起定量板#取一张经甘油
!

孔雀绿溶液浸渍
3$F

的

亲水性玻璃纸#盖于粪便上#用另一块载玻片覆于玻璃纸上轻

压#使粪便均匀展开至玻璃纸边缘(编号后置于
"AW

温箱#相

对湿度
A#T

下温育
%.#F

(再行镜检#镜检时浏览全片+

#

,

)每

份粪样做
"

张涂片镜检)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P55-A.%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3 检验#以
B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种方法镜下图片比较
!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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