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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提供新思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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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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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依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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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过度饮酒可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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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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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

P

K

'感染作为感染性疾病)

!

*

#已经发展为严

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

"

*

+目前#

P

K

确切的感染途

径尚不完全明确)

#

*

+国内开展了很多不同人群
P

K

感染的调

查#而饮酒人群
P

K

感染状况未见报道+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

和血清
P

K

3R

I

/

抗体试验#对酒精依赖住院患者这一特定饮酒

人群进行
P

K

感染的相关性研究#旨在探索
P

K

感染的危险因

素#提供病因线索#为
P

K

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提供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为
"(!$

年
4

月至
"(!%

年
'

月在乌鲁木齐市

第四人民医院戒酒科住院的酒精依赖患者+酒精依赖的诊断

标准#参照国际诊断标准%

R023!(

'中,

\!(

因使用酒精所致的

精神和行为障碍-+%

!

'纳入标准!

%

喝白酒&

&

性别不限&

'

近

$

周内未服用过质子泵抑制剂(

P"

受体拮抗剂(铋制剂及各种

抗菌药物等药物&

(

愿意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者+%

"

'排除标

准!

%

既往接受过胃切除手术者&

&

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主述#

不能合作本试验者+共收集符合条件的患者
#"$

例#均为

男性+

A&B

!

方法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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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

"(!$(-

'+

!

作者简介!李书群#女#副主任检验师#主要从事临床

免疫学与检验方向的研究+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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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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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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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

!

问卷
!

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性别(民族(年龄(职

业(文化程度'和饮酒情况%初饮年龄(饮酒年限(成瘾年限(饮

酒频率(饮酒量(是否共用酒具(是否吸烟(吸烟量(家族嗜酒史

等'#调查员以一对一的方式指导患者逐项填写完成+

A&B&B

!

血清
P

K

3R

I

/

抗体试验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仪器

由上海科华实业提供的
FPX3*.3#-(

酶标仪和洗板机#血清

P

K

3R

I

/

抗体试剂盒为上海将来实业产品#严格按照试剂说明

书操作+

P

K

感染的诊断)

$

*

!血清
P

K

抗体检测阳性提示曾经

感染#从未治疗者可视为治疗感染+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CE:7:JAV̀C?<"((+

软件整理数据#

运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不同民族(职业(

饮酒频率等计数资料
P

K

感染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对不同

年龄(文化程度(初饮年龄(饮酒年限等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秩

和检验&对
P

K

感染率与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初饮年龄(饮酒

年限(成瘾年限(饮酒频率等多个因素的关系采用多因素
1:3

I

67A6C

逐步回归分析+

!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酒精依赖患者
P

K

感染情况
!

共有
#"$

例完成问卷调查

及血清
P

K

3R

I

/

抗体检测#其中
P

K

感染
"-#

例#感染率为
'!&

",

+不同民族(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初饮年龄(饮酒年限等

P

K

感染率的比较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变量
P

K

感染率的比较

变量 组别
频数

%

$

'

P

K

阳性

%

$

'

P

K

感染

%

,

'

!

"

!

民族 汉族
!"$ 4# +%&( %&$'# (&(-$

维吾尔族
4$ +' '#&(

哈萨克族
!(- 4" '-&'

年龄
$

$(

岁
4# '( '-&( !̂&-!'(&!(-

$(

"

%(

岁
!%% !"% '(&-

%

%(

岁
+- %' +-&#

职业 农牧民
$! #$ '"&4 !&$(% (&+($

工人
-# %$ '%&+

企事业机关人员
!$! !!# '(&!

自由职业者
+4 -" +'&%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 '- '"&+ (̂&-!#(&%$(

高中%技校(中专'

!(# '$ '!&-

大专及以上
!!+ 4# +4&%

初饮年龄
$

!'

岁
'( -+ '#&' !̂&(-"(&"''

!'

"

"%

岁
"(4 !+( '!&#

%

"%

岁
#% "- +$&#

饮酒年限
$

!(

年
!" !( '#&# (̂&%!#(&-('

!(

"

"(

年
!-# !#( +4&'

%

"(

年
!$4 !"# '"&-

成瘾年限
$

%

年
4+ +4 '!&$ (̂&++%(&$#4

%

"

!(

年
!-! !"- +'&#

%

!(

年
-- %' '+&4

饮酒频率 间发性
!!! 4" '"&4 (&#"# (&%+(

每日
"!# !+! '(&#

续表
!

!!

不同变量
P

K

感染率的比较

变量 组别
频数

%

$

'

P

K

阳性

%

$

'

P

K

感染

%

,

'

!

"

!

饮酒量
$

"%(@1

"

D 4 + ++&' (̂&4!((&#-#

"%(

"

%((@1

"

D !'+ !$4 +4&+

%

%((@1

"

D !"' !(+ '#&-

共用酒具 否
!$$ !!$ +4&" (&-'# (&$(4

是
!'( !$4 '"&'

是否吸烟 否
"# !+ +#&4 (&'%$ (&#%%

是
#(! "$- '!&+

烟龄 不吸烟
"# !+ +#&4 (̂&$$!(&-%4

$

!(

年
!! 4 '!&'

!(

"

"(

年
""( !'( '!&'

%

"(

年
+( %+ '!&$

吸烟量"日 不吸烟
"# !+ +#&4 !̂&%%-(&!"(

$

!(

支
!" !( '#&#

!(

"

"(

支
!'" !$$ +4&!

%

"(

支
!(+ 4" '-&(

家族嗜酒史 无
"(( !%' +4&( #&+!- (&!%-

社交性
+' -# '(&'

嗜酒
$- $" 4!&#

B&B

!

多因素
1:

I

67A6C

回归分析
!

将单因素分析中的全部变量

引入多因素
1:

I

67A6C

逐步回归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提示!与哈

萨克族比较#汉族
P

K

感染的风险是哈族的
(&$!+

倍%

!Y

(&(!-

#

O/Y(&$!+

'&年龄是
P

K

感染的保护因素%

!Y(&(!'

#

O/Y(&%-!

'&饮酒年限%

!Y(&($'

#

O/Y!&'-!

'和家族嗜酒史

%

!Y(&($$

#

O/Y!&%++

'是
P

K

感染的危险因素+见表
"

+

表
"

!!

P

K

感染率的多元
1:

I

67A6C

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
"

"P

!

"

! O/ 4%,CN

民族
^ ^ -&(4- (&($+ ^ ^

!

汉族
(̂&'+$ (&#-$ %&+-% (&(!-

#

(&$!+ (&"(%

"

(&'%"

!

维吾尔族
(̂&#4# (&$(' (&4"+ (&##- (&-+% (&#(#

"

!&%("

年龄
(̂&%+4 (&"$% %&%-4 (&(!' (&%-! (&#$+

"

(&4(+

饮酒年限
(&-"! (&#!$ #&4!' (&($' !&'-! !&((-

"

#&$$$

家族嗜酒史
(&$%- (&""+ $&($% (&($$ !&%++ !&(!"

"

"&$%'

!!

#

!

!

$

(&(%

#与哈萨克族比较&

^

!此项无数据+

C

!

讨
!!

论

P

K

是世界上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其感染了全球半数

以上人口#我 国
P

K

的 感 染 率 为
$(&(,

"

4(&(,

#平 均

%4&(,

)

%

*

+本研究表明#酒精依赖患者
P

K

感染率为
'!&",

#

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多因素
1:

I

67A6C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提示#

饮酒年限和家族嗜酒史是
P

K

感染的危险因素+不良的饮酒

行为可能导致
P

K

感染的发生#这与陈意振等)

-

*的报道一致+

酒精依赖也称酒精中毒#是长期饮酒过量导致患者对酒精

的渴求#对酒精摄入的失控以及停止饮酒则产生一系列戒断反

应#对酒精产生了一种精神上和躯体上的依赖#是一种精神障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8AS1;B)?D

!

);

=

"(!-

!

T:<&#+

!

U:&!(



碍性疾病+酒精依赖患者长期过度酒精摄入#因酒精毒性作

用(代谢异常等因素而导致许多系统的并发症#而酒精对胃黏

膜有直接的损害作用+酒精对胃黏膜组织具有很强的腐蚀性#

破坏胃黏膜的防御系统#使胃黏膜极易遭受胃酸(各类消化酶(

胆汁等的侵袭#引起黏膜组织水肿(糜烂#甚至出血(坏死+酒

精依赖患者常常空腹大量饮酒对胃的损伤更加严重+酒精通

过增强胃黏膜损伤因素(削弱胃黏膜保护因素和使细胞内钙超

载等机制引起胃黏膜损伤)

+

*

#不但为
P

K

在胃黏膜定植创造了

条件#还使胃酸分泌受到抑制#削弱了胃酸杀灭
P

K

的能力#形

成
P

K

易感环境#增加了
P

K

感染的机会)

'

*

+邸岩等)

4

*亦曾有

饮酒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相关因素的报道+

研究结果显示#家族中无饮酒史的
P

K

感染率为
+4&(,

#

有社交性饮酒史的感染率为
'(&',

#有嗜酒史的感染率为

4!&#,

+父母嗜酒不仅会使后代染上酒瘾的概率增加#嗜酒还

造成
P

K

易感的生活环境+流行病学资料表明居住环境与
P

K

感染率明显相关)

!(

*

#

P

K

感染有家庭聚集现象)

!!

*

+生活在
P

K

感染高危环境的家庭成员间密切接触易造成感染+年龄是酒

精依赖患者
P

K

感染的保护因素#可能与随着年龄增长饮酒能

力下降#保健意识增强有关#这些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汉族

P

K

感染率为
+%&(,

#维吾尔族感染率为
'#&(,

#哈萨克族感

染率为
'-&',

+

1:

I

67A6C

多因素分析提示#与汉族相比#哈萨

克族
P

K

感染的风险较大+汉族较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这种

差异#可能与不同的民族背景(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居住条件

及生活环境等多种复杂因素相关)

!"

*

+新疆地处西北#冬季寒

冷而且长达
-

个月#当地人喜欢饮酒御寒#而由此引发的酒精

滥用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

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为主+少数民族热情好客#特别喜欢聚

会喝酒热闹+亲朋好友相聚时#大家围坐在一起#举杯畅饮#气

氛热烈#且经常是共用一个杯子喝酒#杯子在每个客人手里传

着喝#表达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情义#这一习俗在哈萨克族多见+

目前
P

K

确切的感染途径尚不完全明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

持
P

K

感染主要经,口
3

口-或,粪
3

口-以及,胃
3

口-途径传

播)

!#

*

+这种共用酒具的饮酒方式易造成
P

K

的交叉感染+

近年来#不良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疾病发生上的作用日渐

凸显#行为因素对健康的作用和影响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

过度饮酒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而改变这种不良行为和

生活方式则有赖于健康教育#帮助公众认识酒精依赖和酒精中

毒的严重危害#自愿改变不良饮酒行为#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消除危险因素#对
P

K

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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