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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碘缺乏病评估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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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垫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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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评估重庆市垫江县碘缺乏病#

R22

%各项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及防治效果!为制订防治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

按照*重庆市重点地方病控制和消除评价实施方案+的要求!调查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

'

"

!(

岁儿童尿碘水平和甲状腺

肿大率!孕妇尿碘水平及其家中盐碘含量!孕妇健康教育知晓情况$管理指标按组织领导'碘盐管理'监测与防治'健康教育
$

个方

面进行评分并计算得分&结果
!

在组织领导'碘盐管理'监测与防治'健康教育
$

个方面综合评价得分为
4!&!-

分$垫江县居民户

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4"&((,

$

'

"

!(

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为
#&$(,

!尿碘中位数为
"%$

.

I

)

1

!尿碘低于
%(

.

I

)

1

的比例为
!&$-,

$

孕妇尿碘中位数为
"!(

.

I

)

1

!孕妇家中食盐碘含量中位数
"-&"@

I

)

G

I

!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4+&"(,

!孕妇
R22

健康知识知晓率平

均为
#&!-

分&结论
!

垫江县实现了重庆市地方病防治,十二五-规划中消除
R22

的目标!但仍存在碘过量以及孕妇对
R22

知识

知晓率偏低的情况&建议加强儿童尿碘水平的监测工作和居民健康教育宣传&

关键词"碘缺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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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重庆市垫江县,十二五-规划终期碘缺乏病%

R22

'

各项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及防治效果#按照.重庆市重点地方病

控制和消除评价实施方案/的要求#

"(!%

年
%

月垫江县开展了

消除
R22

目标评估工作#现将评估结果分析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采用分层随机的抽样方法将全县按东(西(

南(北(中
%

个方位各随机抽取
!

个乡%镇'#在所抽取的每个乡

%镇'随机抽取
$

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
!%

户居民

家中食盐样品&在所抽取的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

所村小学#

在所抽取小学各随机抽检
$(

名
'

"

!(

岁儿童%男(女各半'的

尿样%全县不低于
"((

份'&在所抽取的每个乡%镇'各随机抽取

"(

名孕妇的尿样%全县不低于
!((

份'+

A&B

!

碘盐监测指标方法与评价标准

A&B&A

!

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
!

采用
/X

"

.!#("%&+3"(!"

直

接滴定法测定盐中碘含量#川盐及其他强化食用盐采用仲裁法

测定盐中碘含量#计算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要求居民户合

格碘盐食用率大于
4(,

+

A&B&B

!

'

"

!(

岁儿童尿碘水平和甲状腺肿大率
!

采用砷铈催

化分光光度测定法%

Z*

"

.!(+3"((-

'进行尿碘检测#并用触诊

法检查儿童甲状腺肿大情况&计算儿童甲状腺肿大率(尿碘中

位数和尿碘低于
%(

.

I

"

1

比例&要求
'

"

!(

岁儿童甲状腺肿大

率小于
%&((,

#尿碘中位数大于或等于
!((

.

I

"

1

#且尿碘低于

%(

.

I

"

1

的比例不超过
"(&((,

+

A&B&C

!

孕妇尿碘及其水平家中盐碘含量
!

采用砷铈催化分光

光度测定法%

Z*

"

.!(+3"((-

'进行尿碘检测#计算尿碘中位数+

同时采集孕妇家中食盐样品#采用
/X

"

.!#("%&+3"(!"

直接滴

定法测定盐中碘含量#川盐及其他强化食用盐采用仲裁法测定

盐中碘含量+要求孕妇尿碘中位数大于或等于
!%(

.

I

"

1

+

A&B&G

!

健康教育状况
!

在所抽取的每个乡%镇'开展尿碘含量

检测的孕妇中#各随机抽取
!(

人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孕妇健康

教育效果+

A&B&K

!

管理指标
!

收集整理防治工作相关文件和资料#按组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8AS1;B)?D

!

);

=

"(!-

!

T:<&#+

!

U:&!(



织领导(碘盐管理(监测与防治(健康教育
$

个方面进行评分#

总分为
!((

分+要求
$

个方面综合评价得分达到
'%

分及

以上+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中位数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

不同组之间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检出情况
!

全县
%

个乡%镇'共检

测居民食用盐
#((

份#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4"&((,

#以乡%镇'

为单位#最低为
4(&((,

#最高为
4%&((,

+各乡镇居民户合格

碘盐食用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Y!&(4

#

!

%

(&(%

'+

见表
!

+

表
!

!!

垫江县各乡镇居民户碘盐监测结果

乡镇
检测数

%

$

'

碘含量中位数

%

@

I

"

G

I

'

碘含量频数分布%

@

I

"

G

I

'

$

% %

"$

"!"!

"

#4

%

#4

合格碘盐

食用率%

,

'

高峰
-( "-&! ( # %+ ( 4%&((

坪山
-( "%&' # " %% ( 4!&-+

裴兴
-( "%&$ " $ %$ ( 4(&((

周嘉
-( "%&$ ( $ %% ! 4!&-+

新民
-( "-&" ( % %% ( 4!&-+

合计
#(( "%&' % !' "+- ! 4"&((

B&B

!

'

"

!(

岁儿童甲状腺肿大检出情况
!

本次评估#抽取的

"(-

名儿童%男(女各
!($

名'进行甲状腺触诊法检查#发现
!

度肿大
+

名#无
"

度肿大#甲状腺肿大率为
#&$(,

+以乡镇为

单位#甲状腺肿大率均小于
%&((,

&检测
'

"

!(

周岁儿童尿碘

"(-

份#尿碘中位数为
"%$

.

I

"

1

#尿碘低于
%(

.

I

"

1

的比例为

!&$-,

+以乡镇为单位#儿童尿碘中位数均大于
!((

.

I

"

1

#小

于
%(

.

I

"

1

的比例均小于
"(,

+见表
"

+

表
"

!!

垫江县
'

"

!"

岁儿童尿碘含量分布情况

乡镇
检测数

%

$

'

尿碘中位数

%

.

I

"

1

'

尿碘含量频数分布%

.

I

"

1

'

$

%( %(

"$

!(( !((

"$

"(("((

"$

#((

&

#((

高峰
$( "+' # ! + !! !'

坪山
$" !4' ( " !4 !+ $

裴兴
$( "-- ( ! !" !# !$

周嘉
$# #(! ( ( ' !# ""

新民
$! "%4 ( # !! !( !+

合计
"(- "%$ # + %+ -$ +%

B&C

!

孕妇尿碘水平及其家中盐碘含量
!

共检测孕妇尿碘
!(+

份和孕妇家中食盐
!(+

份+尿碘中位数为
"!(

.

I

"

1

&孕妇家

中食盐碘含 量 中 位 数
"-&" @

I

"

G

I

#合 格 碘 盐 食 用 率 为

4+&"(,

#无非碘盐+以乡镇为单位#合格碘盐食用率在

4%&((,

"

!((&((,

#孕妇尿碘中位数在
!--

"

"$(

.

I

"

1

#均大

于
!%(

.

I

"

1

+

B&G

!

孕妇健康教育状况
!

共抽取
%(

名孕妇进行问卷调查#满

分
%&((

分#最低
!&%(

分#最高
%&((

分#平均
#&!-

分+

B&K

!

管理指标综合评分
!

按组织领导(碘盐管理(监测与防

治(健康教育
$

个方面综合评价得分
4!&!-

分+

C

!

讨
!!

论

垫江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曾经是
R22

较严重的地区+

"(($

年实现了基本消除
R22

的阶段目标#

"(!(

年实现了消除

R22

目标评估+本次评估#在组织领导(碘盐管理(监测与防

治(健康教育
$

个方面评价得分
4!&!-

分&居民户合格碘盐食

用率大于
4(&((,

&

'

"

!(

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为
#&$(,

&

'

"

!(

岁儿童尿碘中位数为
"%$

.

I

"

1

#尿碘低于
%(

.

I

"

1

的比例

为
!&$-,

#未超过
"(,

&孕妇尿碘中位数为
"!(

.

I

"

1

#大于

!%(

.

I

"

1

+按照.重庆市重点地方病控制和消除评价实施方案

的/要求#垫江县实现了重庆市地方病防治,十二五-规划中消

除
R22

的目标+

食盐加碘是持续消除
R22

的重要策略)

!

*

+本次评估结果

采用触诊法检测出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为
#&$(,

#与
"(!(

年该

县监测结果
'&"%,

相比)

"3#

*

#显著下降
%'&+4,

#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

Y%&!4

#

!

$

(&(%

'+儿童尿碘中位数为
"%$

.

I

"

1

#与
"(!(

年监测结果
"+"

.

I

"

1

相近#表明碘营养充足+但本

次监测结果显示#

#-&$(,

的儿童尿碘高于
#((

.

I

"

1

#特别是

周嘉镇儿童尿碘中位数为
#(!

.

I

"

1

#表明存在碘过量现象+

目前有不少报道碘过量可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和其他甲状腺

疾病)

$3-

*

#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建议每年开展居民碘盐监测

的同时#开展儿童尿碘水平的监测工作#为科学补碘提供依据+

对
%(

名孕妇开展的健康教育状况问卷调查结果#平均得

分
#&!-

分%按
%&((

分计'#反映该类人群对
R22

知识知晓率偏

低#对碘盐储存方法也认识不够+而对食用碘盐储存不当#是

造成碘盐碘含量降低(不合格碘盐增加重要原因之一)

+3'

*

+建

议加强居民健康教育宣传#以提高居民对
R22

防治知识知晓

率#促使他们改变一些错误的行为习惯#自觉参与到消除
R22

的活动中来)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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