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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网报的梅毒患者的分布情况!为该地的梅毒防治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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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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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在中国疾病预防信息系统网报的梅毒患者病历资料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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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患者最多!共
"$'&

例!占
4$:@>b

'性别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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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高于男性'职业分布位于前
&

位的分别是农民%家务及待业和工

人!共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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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占所有患者的
(':4$b

'该市的患者主要分布在翠屏区%宜宾县和高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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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患病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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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通过对梅毒患者的统计分析发现!梅毒患者的患病率呈波动性上升!因此加强重点人群关于性传播疾病的健康

教育宣传力度!对高危人群采取筛查和干预措施!减少传染源!可有效控制疾病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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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12HMBÌ JKG1KH/6

0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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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苍白密螺旋体苍白亚种引起的传染病#其临床表现

多样#病程呈慢性发展#后期可导致系统性的病变(

"

)

#引起多个

器官和组织的损害#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对下一代的健康也

会产生严重的威胁(

$

)

'梅毒是我国法定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其

传播方式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垂直传播'有报道发现梅毒

患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

)

#该病目前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

问题和社会问题(

%

)

'我国梅毒疫情形势严峻#防控任务还需不

断加强'四川省属梅毒高发地区#梅毒报告数量一直居于全国

前列(

4

)

'现就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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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报的

梅毒患者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以期对高危人群采取筛查和早

期干预措施#控制疾病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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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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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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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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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过中国疾病预防信息系统网报的梅毒患者病历资

料#梅毒的诊断参照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0梅毒

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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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由临床医生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

果将患者诊断为
"

期梅毒*

'

期梅毒*

)

期梅毒*胎传梅毒和隐

性梅毒#同时根据0传染病防治法1在规定时限内报出传染病报

告卡#再由预防保健科的工作人员收集卡片并对卡片质量进行

审核*录入至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信息系统中逐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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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将中国疾病预防信息系统网报的数据下

载#采用
VUFH-$''(

建立数据库#并用
9899">:'

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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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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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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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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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网报梅毒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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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删除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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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订正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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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实

际有效网报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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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效网报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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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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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整理后的梅毒报告数及各期梅毒报告数的统计

情况具体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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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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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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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有效的网报患者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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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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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梅毒报告的地区分布来看#除去四川省

其他地区和外省就诊的患者#宜宾市两区八县共网报梅毒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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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网报梅毒患者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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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梅毒患者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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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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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职业梅毒患者分布情况

职业分布 男$

)

% 女$

)

% 合计$

)

% 百分比$

b

%

农民
&(( 4'> ??@ &?:?"

家务及待业
"&$ &?" 4"& &@:'>

工人
"&% (( $"" >:$%

商业服务
?% &4 ""> 4:$"

离退人员
?% $4 "'> %:((

其他
%4 44 "'' %:&?

不详
&( 4% >" &:>?

散居儿童
%& && (@ &:&&

干部职员
&& $' 4& $:&$

民工
$@ $& %> $:"4

学生
$$ "$ &% ":%>

餐饮食品业
? 4 "& ':4(

教师
4 ? "& ':4(

医务人员
' ? ? ':&4

海员及长途驾驶员
4 " @ ':$@

保育员及保姆
' $ $ ':"'

合计
"''@ "$(( $$?& "'':''

'

!

讨
!!

论

!!

梅毒是通过性接触为主要传播方式的一种传染性强*危害

性大的慢性全身性疾病'

(

期梅毒*

'

期梅毒和早期隐性梅毒

传染性较强#因而对于早期患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具

有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晚期隐性梅毒一般不具传染

性#但可发展成为
)

期梅毒#可能导致残疾甚至死亡#所以发现

并治疗晚期梅毒可有效保障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

)

'从

$'"&

年开始#全国梅毒报告发病率增长至
&$:?@

"

"'''''

#在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中位于第
&

位#目前已成为我国重要的

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之一(

(

)

'梅毒的危害性还体现在与
;<W

在流行病学和生物学上具有协同作用#梅毒螺旋体与
;<W

病

毒的协同感染#可以加速艾滋病病情恶化并促进艾滋病的传

播(

?

)

'因此发现梅毒的流行趋势#明确梅毒干预的重点人群#

对于梅毒的防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调查资料显示#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网报的梅毒

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性别比为
"c":$$

#女性患者的

比例高于男性#可能与对孕产妇开展了梅毒筛查#提高了女性

患者的发现率有关#本结果与孙巧丽等(

>

)报告的结果相同'在

所有的临床病例报告中#患者数由多到少依次为隐性梅毒*

(

期梅毒*

'

期梅毒*胎传梅毒和
)

期梅毒#其中隐性梅毒患者

"&$@

例#占
4?:'?b

#居于患者中首位#与莫坤等(

"'

)的调查结

果一致'

从年龄分布来看#在网报的梅毒患者中主要为
$'

"$

%'

岁年龄段患病人数较多#共
"$'&

例#占
4$:@>b

#可能与这些

年龄段的人群处于性生活高度活跃期#生理需求旺盛(

""

)

#是梅

毒的高危易感人群#与文献(

"$

)的报道结果一致'该病患病率

随着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但到
@4

岁及以上年龄组#患者数又

有所增加#主要是由于这部分人群对性病防治知识匮乏#对高

危性行为认识不够#再加上暗娼的存在以及猎奇和侥幸心理#

导致了高年龄组人群感染性传染病的机会增加'有研究报

道(

"&

)

#欧美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离婚"丧偶率高致老年人非

婚性行为增加#更有研究者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年女性性活跃期

延长(

"%

)

#从而增加了感染和传播性病的概率'

从地理分布来看#宜宾市网报患者居于前
$

位的是翠屏区

和宜宾县#这两个地方是宜宾市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且流动人

口多#不利于对患者进行监控#因此#需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中心等单位的宣传教育工作#让更多

的高危人群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可能将有助于降低这些地区

的患病人数'

从职业分布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网报的梅毒

患者位于前
&

位的分别是农民*家务及待业和工人#共报告

"4>'

例患者#占所有患者的比例为
@>:@4b

#可能与该类人群

文化素质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缺乏相关疾病的防治知识#引

起感染性传播疾病的风险比较高有关(

""

)

#因此#加强对这些人

群的性疾病防控知识的普及#可有助于降低梅毒的患病率'

综上所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加强有关性知识方面的健

康教育#让大家认识到梅毒是一种可防可控的性传播疾病#同

时提倡文明的性生活方式#大力推广和使用安全套#提高各类

人群性病防治知识#尤其是重点人群#如农民*家务及待业*工

人和老年人群的性健康教育知识的宣传&加强梅毒监测工作#

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梅毒患者的治愈率#防止疾

病的传播&加大对孕产期女性梅毒筛查的宣传教育力度#减少

胎传梅毒的发生&对传染源加强管理#防止乱性或多性伴的传

播#从根源上遏制梅毒的传播与流行'政府应加强管理力度#

领导相关部门相互协作#积极调动全社会参与#以教育为主#筛

查为辅#共同遏制梅毒的扩散传播'

参考文献

(

"

)

7HJG_

#

*BKBNJKR:!-DKDFJ-J2

0

HFE2BOJG1-E2

.0

5D-D2

(

_

)

:

<KEHIK+HG_

#

$'"$

#

%$

$

@

%!

@"%6@$':

(

$

) 龚向东#岳晓丽#滕菲#等
:$''']$'"&

年中国梅毒流行特

征与趋势分析(

_

)

:

中华皮肤科杂志#

$'"%

#

%(

$

4

%!

&"'6

&"4:

(

&

) 谢海彬#钟翠锦#杨艳芳
:$''?]$'"$

年四会市淋病和梅

毒流行情况分析(

_

)

:

实用医学杂志#

$'"&

#

$>

$

""

%!

"?4&6

"?4%:

(

%

) 王千秋#韦晓宇#尹跃平#等
:

梅毒预防与控制技术实用手

册(

+

)

: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

$'"&:

(

4

) 裴晓迪#刘莉#刘伦皓#等
:$''4]$'"%

年四川省梅毒流行

情况分析(

_

)

:

职业卫生与病伤#

$'"4

#

&'

$

$

%!

>'6>&:

(

@

) 邹亚明#刘凤英#陈磊#等
:

广东省
$''4]$'"%

年梅毒流

行趋势和疾病负担(

_

)

:

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

$'"@

#

&(

$

"

%!

"%$6"%(:

(

(

) 龚向东#蒋娟#苏晓红
:

我国梅毒流行形势与控制对策探

讨(

_

)

:

中华皮肤科杂志#

$'"%

#

%(

$

4

%!

&'(6&'>:

(

?

)

9EJ/D/W:S-BLJ-F5J--HK

C

HBOJKEDLDBEDF6IH2D2EJKE)IH

0

B6

KH/J

0

J--DG1/

(

_

)

:3KED/DFIBL3

C

HKE2!5H/BE5HI

#

$'"'

#

4%

$

$

%!

4?&64?>:

(

>

) 孙巧丽#蒋洪林#李旺华#等
:$''?]$'"$

年湖北省梅毒流

行趋势分析(

_

)

:

现代预防医学#

$'"%

#

%"

$

$"

%!

&?%(6&?%>:

(

"'

)莫坤#殷凯#普正豪
:

柳州市
$''%]$'"&

年梅毒流行病学

特征分析(

_

)

:

实用皮肤病学杂志#

$'"4

#$下转第
$$"'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4

期
!

AJL+HG!-DK

!

31

C

12E$'"(

!

WB-:"%

!

TB:"4



疗周期长*疗效不明显的问题#且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和用药

局限(

"%6"4

)

'近年来#系统应用糖皮质激素已逐渐成为治疗进

展期白癜风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治疗方法包括低剂量每日口服

疗法*间歇疗法*冲击疗法#以及联合外用药*光疗*外科治疗

等#但是对散发型损害的研究较少(

"@6"?

)

'本研究结果显示#

3

组有效率明显高于
R

组#且不良反应少#提示小剂量泼尼松每

日口服疗法对散发型进展期白癜风安全有效'一般认为#系统

应用糖皮质激素通过其抗炎*免疫抑制等作用控制白癜风的进

展*促进皮损复色(

">

)

'然而#目前尚无资料阐明糖皮质激素治

疗白癜风的机理'本研究结果显示#糖皮质激素治疗能提高进

展期白癜风患者血清
!&

水平#推测糖皮质激素可能通过抑制

补体的激活#继而减少补体对黑色细胞的攻击损伤发挥治疗作

用(

$'

)

'

综上所述#进展期白癜风患者存在体液免疫紊乱#小剂量

糖皮质激素可能通过上调血清
!&

水平发挥治疗作用#但本研

究观察对象数量*时间有限#其长期疗效#特别是糖皮质激素停

药后的复发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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