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率为
-#68w

(

@#@

!

医院
Y(b

各种导管使用情况
!

监测
-$

例患者中#尿导

管使用率最高为
.8#-75

#呼吸机导管使用率次之为
-"#675

#

中心静脉导管使用率最少为
8-#%!5

%医院总器械使用率为

!.8#$.5

(

@#A

!

8

种机械性操作相关感染率
!

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率

%#-%w

#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
7#!%w

#导尿管插管相关

泌尿道感染率
"#$/w

(

@#B

!

Y(b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

剔除同一患者相同

的菌株共检出病原菌
"!

株#以革兰阴性菌主#占
.-#"5

#革兰

阳性菌
8

株#占
!6#85

#真菌
"

株#占
%#/5

#见表
!

(

表
!

!!

Y(b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

%

5

&'

病原菌 构成比

鲍曼不动杆菌
-

$

"7#-

&

铜绿假单胞菌
8

$

!6#8

&

大肠埃希菌
"

$

%#/

&

肺炎克雷伯菌
"

$

%#/

&

阴沟肠杆菌
!

$

6#7

&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屎肠球菌
!

$

6#7

&

光滑假丝酵母菌
!

$

6#7

&

曲霉菌
!

$

6#7

&

合计
"!

$

!$$#$

&

A

!

讨
!!

论

本研究显示医院感染率为
"8#885

#日感染率为
"6#"!w

#

调整后感染率为
-#68w

#明显高于王小平等)

"

*报道的医院感

染率$

!!#7%5

&与李卫光等)

/

*报道的相近(

Y(b

医院感染率高

与
Y(b

危重患者较多'基础疾病及机械性操作有关(因此#

Y(b

预防控制感染至关重要#应加强监测和控制#进行有效的

干预)

-

*

#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严格掌握指征#及时拔除不必

要的管道(

本研究检测到的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特别是多重耐

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及铜绿假单胞菌检出率较高#其构成比分别

为
"7#-5

'

!6#85

(医务人员一方面应严格隔离#加强手卫

生#另一方面应及时送检各种标本培养以获得可靠的病原学检

测#根据药敏结果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

本研究显示#

!-

例次医院感染中#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率

发生率为
%#-%w

#其发病机制与多种因素有关#发病率余患者

年龄'基础疾病'监护室设备条件及医护人员的无菌操作意识

等有关%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率为
7#!%w

#导尿管插管

相关泌尿道感染率为
"#$/w

(因此 #

Y(b

应当健全规章制度#

制定并落实预防与控制导管相关感染的工作规范和操作规程#

提高手卫生的依从性#每日评估导管的必要性#及时拔除不必

要的导管来预防相关的导管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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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地区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李晓丽!戴国知!黄常洪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检验科!湖南郴州
6"8$$$

%

!!

摘
!

要"目的
!

调查郴州市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

&

E

%感染现状!并就性别&年龄&职业等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方法
!

随

机选取
"$!8

年
7

月至
"$!6

年
!"

月份来该院体检的郴州地区自然人群
.$!/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3

尿素酶抗体检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检测上述人群的
&

E

感染情况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郴州地区体检人群
&

E

感染率为
".#$5

'男性与女性间感染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不同年龄段受试者感染率不同!

"$

$%

8$

岁年龄段
&

E

感染率最低"

"!#!5

%!

6$

$%

/$

岁年龄

段感染率最高"

8$#65

%'

"$

$%

8$

岁年龄段体检者感染率与其他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

%'从事教师职业的

人群
&

E

感染率最低"

"$#85

%!个体户
&

E

感染率最高"

88#.5

%!教师感染率与其他职业人群感染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F

%

$#$/

%'结论
!

郴州地区
&

E

感染率低于全国水平!该地区
&

E

感染率与性别无关!与年龄和职业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幽门螺杆菌$

!

体检人群$

!

感染率

!"#

!

!$#8%-%

"

9

#:;;<#!-.8,6!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8,6!8$

"

"$!/

%

!%,"%!6,$"

!!

幽门螺杆菌$

&

E

&感染是慢性活动性胃炎的直接病因#与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癌及某些胃淋巴癌密切相关#是世界

上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

&

E

平均感染率为
/$5

#不同地区其感染率差异比较大#本研

究针对郴州地区的
&

E

感染率及相关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8

年
7

月至
"$!6

年
!"

月来本院体检的郴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Y<AZTCN)@L

!

XHA>N@F"$!/

!

'>G#8-

!

1>#!%



州地区自然人群
.$!/

例#其中男
"6$!

例#女
6-!6

例(

?#@

!

检测方法
!

抽取空腹静脉血
"MT

#分离血清备用(采用

北京康美天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

E

尿素酶抗体试剂

盒进行检测(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3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F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性别间
&

E

感染率的比较
!

郴州地区
.$!/

例体检

者的
&

E

总感染率约为
".#$5

$

!7%8

"

.$!/

&#其中男性感染率

为
"-#.5

$

--8

"

"6$!

&#女性感染率为
".#-5

$

!"8$

"

6-!6

&(

不同性别间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

@#@

!

不同年龄段体检者间
&

E

感染率比较
!

"$

$%

8$

岁年

龄段体检者
&

E

感染率最低#仅
"!#!5

#

6$

$%

/$

岁年龄段体

检者感染率最高#为
8$#65

#其次为大于或等于
.$

岁年龄段

体检者#为
"7#!5

(

"$

$%

8$

岁年龄段体检者感染率与其他

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见表
!

(

表
!

!!

不同年龄段
&

E

感染率的比较$

$

%

5

&'

年龄$岁&

$ &

E

阳性

"$

$%

8$ 77. !7.

$

"!#!

&

8$

$%

6$ "$/ /8.

$

"-#!

&

"

6$

$%

/$ "8." ."!

$

8$#6

&

"

/$

$%

-$ !$/- ".8

$

"/#%

&

"

-$

$%

.$ 6!/ !!$

$

"-#/

&

"

&

.$ "8! -/

$

"7#!

&

"

!!

"

!

F

%

$#$/

#与
"$

$%

8$

岁年龄段比较(

@#A

!

&

E

感染情况与职业的关系
!

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员中

&

E

感染率最低为
"$#85

#其次为公司职工和公务员#其感染

率分别为
"6#%5

和
"/#$5

(个体户
&

E

感染率最高#为

88#.5

#其次为医务人员#其感染率为
"7#/5

(教师感染率与

其他职业人群感染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从业人员
&

E

感染率的比较$

$

%

5

&'

职业
$ &

E

阳性

公务员
!6"/ 8/-

$

"/#$

&

"

医务人员
"!/6 -!8

$

"7#/

&

"

学生
%-6 "/7

$

"-#7

&

"

教师
/8! !$7

$

"$#8

&

个体户
76% "7-

$

88#.

&

"

公司职工
!$%" "."

$

"6#%

&

"

!!

"

!

F

%

$#$/

#与教师比较(

A

!

讨
!!

论

&

E

最早是由
)CF;DCGG

等于
!%78

年从胃黏膜标本中分离

鉴定获得的(

&

E

是一种革兰阴性螺旋状杆菌#感染后主要定

居于胃上皮细胞(相关研究证实#

&

E

感染是慢性胃炎'消化

性溃疡等多数消化系统疾病发病的主要原因#且与胃癌的发生

密切相关)

!

*

(

&

E

感染引起疾病原因与细菌因素#宿主的免疫

反应和环境因素等的相互作用有关)

"

*

(目前#

&

E

感染已成为

全球公认性问题#在全球自然人群的感染率超过
/$5

#其中发

达国家感染率约为
8$5

#发展中国家高达约
%$5

)

8,6

*

(不同地

区和民族之间
&

E

感染率差异明显#感染率在
6"5

$

%$5

#平

均感染率达
/%5

)

/

*

(

郴州市位于湖南东南部#全市森林覆盖率
.$5

#气候适

宜(本次研究发现#郴州地区健康体检人群抗
&

E

抗体阳性率

为
".#$5

#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能与本地区的生活习

惯'地理环境及卫生条件相关(该地区男性人群
&

E

感染率与

女性人群
&

E

感染率之间差异不大(

"$

$%

8$

岁年龄段体检

者
&

E

感染率最低为
"!#!5

#

6$

$%

/$

岁年龄段感染率最高

为
8$#65

(

&

E

感染与年龄段关系密切(

在不同从业人员中#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员中
&

E

感染率最

低为
"$#85

#其次为公司职工和公务员#其感染率分别为

"6#%5

和
"/#$5

(个体户
&

E

感染率最高为
88#.5

#这可能

与
&

E

的主要传播途径为人
,

人传播及多次接触后才导致
&

E

感染有关(

&

E

感染是一个多因素'多环节的复杂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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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玲等)

-

*对
87/-

份深圳市体检人群
&

E

感染报告进行分析#

发现深圳地区
&

E

感染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
&

E

感染不仅

与年龄有关#还与婚姻状况职业有关(其分析认为深圳地区丧

偶'再婚或同居者
&

E

感染率$

/7#85

'

/"#65

&明显高于未婚'

离婚或分居者#且在不同从业人员中#医务人员
&

E

感染率最

高$

--#"5

&(朱琴芳等)

.

*对苏州地区
%"7/

例健康体检人群

&

E

感染现状分析发现#在不同从业人员中#医务人员
&

E

感染

率最低$

86#85

&#感染最高的为记者$

68#%5

&#因此不同地区

人群
&

E

感染率差异明显(

本研究对
.$!/

例郴州地区体检人群
&

E

感染状况及相关

危险因素的调查#发现
&

E

感染与年龄'职业等有关(对本地

区
&

E

感染及相关危险因素进行研究#为预防和减少本地区

&

E

感染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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