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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学学生
"!S

感染情况调查

张玉芬!蒋学珍!郭国辉

"云南省怒江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6,&..

$

!!

摘
!

要"目的
!

调查怒江州民族中学学生乙肝病毒感染情况!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YV*';

$检测
%..3

年在校学生的血清乙肝五项标志物%结果
!

本次调查乙肝感染有
3

种组合模式!其中
"!9;

J

阳性有
16

名

"

%-46\

$!全部阴性有
&0&.

名"

40-0&\

$!

"!9;I

阳性有
&6

名"

&-.3\

$%结论
!

怒江州民族中学学生
"!9;

J

携带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但有抗体者比例较少!未感染过乙肝病毒者比例较多!建议其接种乙肝疫苗%

关键词"民族中学学生#

!

"!S

感染#

!

调查

!"#

!

&.-,4/4

"

7

-899:-&/6,$1&,.-%.&&-.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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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传染病#中国

是乙肝病毒感染高发区#

"!9;

J

阳性携带率高达
1-1\

"

3-.\

'

&$,

(

)为了解本州民族中学学生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状况#

并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控制工作#每年对该中学学生进行健康

体检)本监测针对
%..3

年在校学生健康体检中发现的乙型肝

炎病毒感染情况进行分析)现将该中学
%..3

年
&03&

名在校

学生的乙肝五项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为
%..3

年怒江州民族中学高一至高三在校

学生)

B-C

!

检查方法
!

抽取被检者空腹静脉血
,>V

#分离血清后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V*';

&检测
"!S

血清标志物!

"!$

9;

J

*

"!9;I

*

"!B;

J

*

"!B;I

*

"!=;I

)检测试剂来源于上海

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乙肝两对半试剂盒#试剂盒在有

效期内使用)操作方法和结果判定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

C

!

结
!!

果

本次共检测
&03&

例血清样本#乙肝感染有
3

种组合模

式)各种乙肝感染组合模式#临床意义见表
&

)

表
&

!!

&03&

名学生血清乙肝五项组合模式阳性率及临床意义

乙肝两对半感染模式$阳性指标&

(

阳性率$

\

& 临床意义

五项均为阴性
&0&. 40-4&

过去和现在未感染过
"!S

)

"!9;

J

$

5

&*

"!B;

J

$

5

&*

"!=;I

$

5

&

%1 &-0%

急*慢性乙肝#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强)

"!9;

J

$

5

&*

"!B;I

$

5

&*

"!=;I

$

5

&

&3 &-&1

急性
"!S

感染趋于恢复#病毒复制减弱#传染性低)

"!9;

J

$

5

&*

"!=;I

$

5

&

0 .-,%

由大$小&三阳转变而来#提示病毒复制趋向停止#传染性小)

"!9;I

$

5

&

&6 &-.3

主动或被动免疫#已有免疫力)

"!9;I

$

5

&*

"!=;I

$

5

&

% .-&,

既往感染过乙肝#慢性携带
"!S

#传染性弱)

"!B;I

$

5

&*

"!=;I

$

5

&

, .-&4

感染
"!S

后#病毒已清除#无复制与传染性)

"!=;I

$

5

&

% .-&,

感染
"!S

后#病毒已清除#无复制与传染性)

D

!

讨
!!

论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未感染过乙肝病毒的人员有
&0&.

名#比例占
40-0&\

#这部分学生虽无传染性#对公众无传播乙

肝的危险#但他们是乙肝的易感人群#对乙肝病毒无免疫力)

因此这部分学生#必须告知其尽快接种乙肝疫苗)

"!9;

J

阳

性共
16

例#比例占
%-46\

#乙型肝炎病毒携带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1

(

)由于本州民族中学学生均为住校生#乙肝病毒携带

者对乙肝病毒的传播有着潜在的危险#尤其是
"!9;

J

$

5

&*

"!B;

J

$

5

&*

"!=;I

$

5

&模式传染性强)

"!9;

J

$

5

&*

"!B;I

$

5

&*

"!=;I

$

5

&模式传染性低'

0$6

(

%

"!9;

J

$

5

&*

"!=;I

$

5

&

模式则无法直接判断传染性强弱#应加查
"!SXc;

以明确

病毒实际复制水平'

3$4

(

%单项
"!9;I

$

5

&及
"!9;I

$

5

&*

"!$

=;I

$

5

&模式的人员有
&4

人#比例占全部人员的
&-,.\

#这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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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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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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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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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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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生对乙肝病毒有不同程度抵抗力#乙肝血清标志物五项全

阴性学生可接种乙肝疫苗)学校应加强对
"!9;

J

$

5

&*

"!B;

J

$

5

&*

"!=;I

$

5

&模式学生的管理#避免和控制乙型肝

炎在学生中的进一步传播%从对
"!S

感染者血清两对半检测

结果分析#人体感染
"!9;

J

后多呈慢性携带#

"!9;

J

和
"!$

=;I

会较长时间存在于血液中#较难转阴)因此对乙型肝炎防

治工作应重在预防#特别是加强乙肝疫苗的接种是防治工作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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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不同孕期妊娠妇女碘营养状况%方法
!

采用过氧乙酸四甲基联苯胺氧化显色法检测
%/36

例不同孕期

妊娠妇女尿碘水平%结果
!

%/36

例不同孕期妊娠妇女尿碘值中位数为
&0.

!

J

(

V

!尿碘值在
&0.

"

,..

!

J

(

V

者的比率为
/&-,\

!

尿碘值小于
&..

!

J

(

V

者的比率为
%&-%\

!而小于
0.

!

J

(

V

者的比率为
.-%\

%其中!早&中&晚期孕妇尿碘值中位数分别为
&0.

!

J

(

V

&

&0.

!

J

(

V

&

%..

!

J

(

V

#尿碘值在
&0.

"

,..

!

J

(

V

者的比率分别为
0,-3\

&

/.-4\

&

64-&\

#尿碘值小于
&..

!

J

(

V

者的比率分

别为
%0-1\

&

%&-3\

&

&.-1\

#尿碘值小于
0.

!

J

(

V

者的比率分别为
.-1\

&

.-&\

&

.-.\

%结论
!

南京地区不同孕期妊娠妇女的

碘营养水平是适宜的%仍有部分孕妇存在碘摄入不足的情况%故尿碘的检测对及时发现碘摄入不足的孕妇并指导其正确补碘有

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孕妇#

!

受孕期#

!

尿碘#

!

碘营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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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碘缺乏时机体会出现一系

列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甲状腺肿*甲状腺功能减退*脑发育滞

后*智力低下等#这一系列由于缺碘而造成的障碍统称为碘缺

乏病$

*XX

&

'

&

(

)孕妇是碘缺乏的敏感人群#其碘营养水平直接

影响着胎儿和婴幼儿的智力发育)为此#本调查对不同孕期妊

娠妇女的尿碘水平进行了检测#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3

年
&

月至
%.&.

年
1

月#在本所进行产前

检查的孕妇
%/36

例#年龄
%.

"

1%

岁#均无甲状腺疾病#饮食

正常)其中孕早期$

$

&%

周&

44&

例#孕中期$

&%

"

%3

周&

&%1/

例#孕晚期$

)

%3

"

1.

周&

10.

例)

B-C

!

方法

B-C-B

!

采样方法
!

留取上午随机中段尿#

&D

内检测完毕)

B-C-C

!

检测方法
!

采用过氧乙酸四甲基联苯胺氧化显色法)

使用半定量目测比色)试剂盒由北京中生金域诊断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操作与结果判断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B-C-D

!

评价方法
!

孕妇及哺乳妇女的尿碘值最佳中位数范围

在
&0.

"

,..

!

J

"

V

)如果一个人群的尿碘值中位数大于或等

于
&..

!

J

"

V

$孕妇及哺乳妇女大于或等于
&0.

!

J

"

V

&#其中尿

碘小于
&..

!

J

"

V

的比率小于
0.\

#而小于
0.

!

J

"

V

的比率小

于
%.\

#则可判断该人群不存在碘缺乏'

%

(

)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C

!

结
!!

果

C-B

!

%/36

例尿碘检测结果
!

尿碘值用中位数表示为

&0.

!

J

"

V

)尿碘值大于
,..

!

J

"

V

者
&&

例#占
.-1\

#尿碘值在

&0.

"

,..

!

J

"

V

之间者
&/13

例#占
/&-,\

#尿碘值小于
&..

!

J

"

V

者
06.

例#占
%&-%\

#尿碘值小于
0.

!

J

"

V

者
0

例#占

.-%\

)

C-C

!

早*中*晚期孕妇尿碘值中位数
!

其尿碘值中位数为
&0.

!

J

"

V

*

&0.

!

J

"

V

*

%..

!

J

"

V

)孕早期尿碘值在
&0.

"

,..

!

J

"

V

之间者
0,,

例#占
0,-3\

#尿碘值小于
&..

!

J

"

V

的比率为

%0-1\

#而小于
0.

!

J

"

V

的比率为
.-1\

%孕中期尿碘值在
&0.

"

,..

!

J

"

V

者
604

例#占
/.-4\

#尿碘值小于
&..

!

J

"

V

的比

率为
%&-3\

#而小于
0.

!

J

"

V

的比率为
.-.\

%孕晚期尿碘值

在
&0.

"

,..

!

J

"

V

者
,0/

例#占
64-&\

#尿碘值小于
&..

!

J

"

V

的

比率为
&.-1\

#而小于
0.

!

J

"

V

的比率为
.-.\

)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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