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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预防接种服务质量#以及为制定科学的免疫预防策略与工作

方案提供依据#广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随机抽取了全市部分

"

)%

!$

岁健康儿童血清进行麻疹*流行性乙型脑炎$以下简

称.乙脑/%*脊髓灰质炎*乙型肝炎$以下简称.乙肝/%抗体检

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6B

!

一般资料
!

在广水市
!"

个乡镇"办事处随机抽取
"

)%

!$

岁的健康儿童
;8!8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T%7

例#女
<

#<"

例#其中
"

)%

%

*

%

)%

7

*

7

)%

!#

*

!#

)%

!!

*

!!

)%

!<

*

!<

)%

!$

岁
8

个年龄组例数分别为
%7!

*

%"#

*

"78

*

"#$

*

87!

*

88T

例)

B6C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安图酶标仪*洗板机*生物安全柜及微

量加样器#每年校准一次且附有校准报告)麻疹
U

E

(

由江苏华

冠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乙脑
U

E

(

由上海贝西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生产#脊髓灰质炎
U

E

(

由珠海经济特区海泰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乙肝
U

E

(

由上海科华有限公司生产)

B6D

!

检测方法
!

采集受试者静脉血
T?[

#做好相应标记并分

离血清#

;

种抗体检测均采用
'[UP&

法进行检测)严格按试

剂说明书进行实验操作及结果判断#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8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20Z[@3L.D

!

S.31>@1

B

<#!8

!

\546$"

!

R56$



使用)

B6E

!

判断标准
!

参照各试剂说明书给出的抗体阳性*阴性判

断标准进行结果判断)标本吸光度值大于或等于阴性对照吸

光度值的
<6!

倍时#判断为阳性&反之判断为阴性)

B6L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A.4<##$

及
P*PP!%6#

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

< 检验#

E

%

#6#T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6B

!

;

种抗体的阳性率
!

;8!8

例受试者中#麻疹*脊髓灰质

炎*乙脑*乙肝的阳性率分别为
7;6;!̂

$

;$T%

"

;8!8

%*

7$6#"̂

$

;<78

"

;8!8

%*

7$6"%̂

$

;$<7

"

;8!8

%*

8%6"<̂

$

$!"<

"

;8!8

%)

;

种抗体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f

!7%"6#%

#

Ef#6###

%#其中乙肝抗体阳性率明显低于麻疹*脊

髓灰质炎*乙脑)

C6C

!

不同年龄
;

种抗体的阳性率比较
!

广水市乙脑抗体阳

性率在不同年龄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6!;!

#

Ef

#6#"!

%)麻疹*脊髓灰质炎*乙肝抗体阳性率在不同年龄段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6;"!

#

Ef#6###

&

.

<

f<T6!";

#

Ef

#6###

&

.

<

f<%$68;!

#

Ef#6###

%)麻疹抗体阳性率
!<

)%

!$

岁最低$

7!6T%̂

%#

"

)%

%

岁最高$

7"6;<̂

%&脊髓灰质炎抗体

阳性 率
!<

) %

!$

岁 最 低 $

7#6%$̂

%#

"

) %

%

岁 最 高

$

7T678̂

%&乙肝抗体阳性率
!<

)%

!$

岁最高$

%76!"̂

%#

7

)%

!#

岁最低$

T86!8̂

%#见表
!

)

C6D

!

不同性别
;

种抗体阳性率
!

广水市麻疹*脊髓灰质炎*乙

脑*乙肝抗体阳性率在不同性别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f#6#!7

#

Ef#6%%7

&

.

<

f!6#!"

#

Ef#6$!$

&

.

<

f#6#!%

#

Ef

#6%7<

&

Ef#68$7

#

Ef#6;<;

%)除了乙肝抗体阳性率男性*女

性均低于
%T̂

外#其余的均在
7#̂

以上)见表
<

)

C6E

!

不同区域
;

种抗体阳性率
!

麻疹*脊髓灰质炎*乙脑在全

市
!"

个乡镇"社区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6#77

#

Ef

!6###

&

.

<

f#6!!"

#

Ef!6###

&

.

<

f#6!$;

#

Ef!6###

%)乙肝抗

体阳性率在
!"

个乡镇"社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86!"7

#

Ef#6##!

%#乙肝抗体阳性率以广办镇*应办镇最低#

分别为
T#6$"̂

和
T;68%̂

#见表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

站主页.论文附件/%)

表
!

!!

不同年龄段
;

种抗体阳性率&

%

$

^

%'

年龄$岁%

%

麻疹 脊髓灰质炎 乙脑 乙肝

"

)%

% %7! %8%

$

7"6;<

%

%TT

$

7T678

%

%$%

$

7;6#T

%

T7<

$

886;;

%

%

)%

7 %"# %$T

$

7T67%

%

%<<

$

7;6"#

%

%<T

$

7;6%$

%

T#"

$

T%6<%

%

7

)%

!# "78 "T;

$

7;6"<

%

";#

$

7<678

%

";#

$

7<678

%

;;"

$

T86!8

%

!#

)%

!! "#$ 8T7

$

7$6";

%

8;!

$

7!6!%

%

8"T

$

786#<

%

;"$

$

8"6<%

%

!!

)%

!< 87! 8$$

$

7!68!

%

8$;

$

7!6"T

%

8;<

$

7<67!

%

T8#

$

%!6#;

%

!<

)%

!$ 88T 8#7

$

7!6T%

%

8#;

$

7#6%$

%

8!7

$

7$6#%

%

T7$

$

%76!"

%

表
<

!!

不同性别
;

种抗体阳性率&

%

$

^

%'

性别
%

麻疹 脊髓灰质炎 乙脑 乙肝

男
<TT!<;!#

$

7;6;"

%

<$8T

$

7<6"!

%

<$7;

$

7$6%T

%

!"88

$

876<$

%

女
<#8T!7;%

$

7;6$$

%

!7$!

$

7$6T!

%

!7$T

$

7$6"#

%

!;#8

$

8%6#7

%

D

!

讨
!!

论

免疫接种是预防传染病经济*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落实

国家预防为主利国惠民卫生工作方针的措施之一)免疫监测

工作是免疫预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验免疫屏障是否有效

建立的一种简便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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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

岁 儿 童 麻 疹*脊 髓 灰 质 炎*乙 脑 抗 体 阳 性 率
7T68"̂

*

7;68T̂

*

7;6#!̂

'

$

(

#以及北海市
;

岁以下儿童的脊髓灰质炎

抗体阳性率
7;6%̂

'

;

(接近#较海南省学龄前儿童和学生的平

均麻疹抗体水平
7"6!̂

偏低'

T

(

#但均达到了国家目标要求$

$

%T̂

%)以上结果说明广水市麻疹*脊髓灰质炎*乙脑三类疫苗

的免疫接种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儿童构筑起了一道

有效的免疫屏障&但乙肝抗体阳性率为
8%6"<̂

#没有达到目

标要求#说明广水市乙肝疫苗的免疫接种工作还存在薄弱环

节#有待加强)

对广水市
"

)%

!$

岁不同年龄段的健康儿童麻疹*脊髓灰

质炎*乙脑抗体阳性率的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健康儿童的相应抗体阳性率不断降低#这也提示要加大健康儿

童的主动监测#在落实预防接种的同时#还要做好查漏补种的

工作#及时做好抗体阴性人群的补种#保障儿童的健康'

8)"

(

#尤

其是针对乙肝疫苗的抗体监测)此次监测结果中发现广水市

<

个年龄较大的儿童组乙肝抗体阳性率较年龄较小的组更高#

这一现象与疫苗的免疫效果随免疫年限的增加而减弱相违

背'

%

(

#这方面的原因还要通过对儿童接种的基因疫苗*接种部

位*剂量*方法*程序及自身对疫苗有无应答等方面的研究进行

探讨'

7

(

)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广水市
!"

个乡镇"社区的麻疹*脊

髓灰质炎*乙脑三类基础疫苗接种的工作都落实得较好#开展

得也比较均衡#但乙肝疫苗的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也提

醒#相关部门在落实免疫接种工作时#对流动人群不能忽视#尤

其是对于那些不是终生免疫的疫苗#做好流动儿童疫苗接种工

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应该加强落实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管理

工作#进行拉网式排查#强化查漏补种工作#进而提高全市儿童

的免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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