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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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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海南省三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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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儿童的贫血现状%方法
!

采用全自动血球分析仪对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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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外周

血进行检测!分析各年龄段&各民族儿童贫血患病率以及贫血的程度和类型%结果
!

该地区儿童贫血患病率为
"+#'O

!以轻度贫

血为主#患病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黎族儿童患病率高于汉族及回族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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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间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贫

血类型以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为主%结论
!

该地区儿童的贫血患病率较高!贫血防治应该成为儿童常见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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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严重威胁婴幼儿的健康#可引起儿童生长发育缓慢'

免疫功能降低而易发生各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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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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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儿童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儿童营养性贫血的患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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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铁缺乏症患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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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海南三亚地区儿

童的贫血状况#笔者近期对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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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儿童进行

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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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和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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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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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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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进行全血标本检测(由专业检验师上机操作#所有测试均在

相同条件下完成#并以高'中'低值质量控制液作全程质量控

制#各项参数均符合说明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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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为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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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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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儿童贫血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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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调查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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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儿童贫血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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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儿童贫血患病率高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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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儿童贫血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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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以小细胞性贫血为主#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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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儿童贫血患病率差异较大(本资料显示三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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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儿童贫血患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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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于中国新近调查的平均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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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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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级市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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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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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三亚市地属中国热带地区#聚居有汉'黎'回等多

个民族#贫血发病情况较为复杂(本资料显示#黎族儿童的贫

血患病率为
($#%O

#高于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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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回族儿童$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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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表明#海南省黎族人群地中海贫血发病

率高于汉族及其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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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造成本次调查中#三亚地

区儿童贫血患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黎族儿童贫血患病

率明显高于汉族及回族儿童最重要原因之一(

本资料还显示#三亚地区儿童贫血患病率以新生儿组最高

$

((#,O

&#婴儿组$

",#'O

&及幼儿组$

"$#"O

&次之#学龄前组

最低$

!(#$O

&#且贫血以小细胞低色素型为主(患病率随年龄

增长#呈下降趋势#与范丽梅等)

!%

*的报道一致(目前已明确#

喂养方式'辅食添加情况等因素是影响儿童贫血患病率的主要

原因#而出生时铁储备不足或哺乳期母乳中铁含量较低#也会

增加新生儿罹患贫血的危险性(因此#预防婴幼儿贫血必须从

孕期开始#加强育龄女性健康教育#提高母亲的营养状况#对预

防儿童贫血意义重大(

总之#本地区儿童贫血患病率较高#贫血防治应该成为该

地区儿童常见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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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多重耐药菌监测的调查分析

曾庆洋!倪永圣!黄燕新!王陈龙

"佛山市南海区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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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医院多重耐药菌种类及分布!为控制医院感染提供科学依据!以便采取干预措施%方法
!

回顾性分析医

院
"%!%

年
!

!

!"

月送检标本检出的
!'"

例多重耐药菌检测资料%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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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在临床各科中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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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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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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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产超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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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

KLGZ0

$细菌居多!占
+-#$O

#其次为多重耐药)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占

"'#,O

%多重耐药菌标本大多数来源于痰标本!占所有分离标本的
-%#$O

%结论
!

感染部位多发生在下呼吸道!以
KLGZ0

细菌

和多重耐药)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为主%泌尿道插管&动静脉插管&使用呼吸机&气管切开&应用激素&血液透析是医院感染的危险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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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是指对临床使用的三类或三类以上抗菌药物同时呈现耐药

的细菌(常见多重耐药菌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

PRL)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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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超广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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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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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肠杆菌科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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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新德里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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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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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产碳青霉烯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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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肠杆菌科细菌*'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鲍曼不动杆

菌$

TR2)G

&'多重耐药"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PQR

"

HQR2H)

&

和多重耐药结核分枝杆菌等(为了解该院医院感染的特征及

其感染分布特性#本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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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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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各种临床送检标

本病原菌的多重耐药菌耐药情况及分布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

以期了解本院感染发生现状#并为控制医院感染提供科学依

据#以便采取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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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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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来源
!

临床菌株!所有菌株均来自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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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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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医院感染患者的各种临床标本#包括血液'痰液'尿液'分

泌物'咽拭子等所分离出的病原菌菌株(同一患者的相同部位

分离出同种菌者#如药敏结果相同则视为同一菌株#不重复记

入统计范围(标准菌株!来源于广东省临检中心#包括大肠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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