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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黄石地区街头无偿献血者梅毒感染的检测分析

骆　眩，杨华松，柴　辉△

（黄石市中心血站，湖北黄石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　了解黄石地区街头无偿献血者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职业以及男、女性别的梅毒感染情况。方法　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使用两种ＴＰＥＬＩＳＡ试剂，对任何一种试剂检测阳性者均进行双孔复查，其中一次检测结果阳性者用原样管一孔，另

一孔用血袋样进行双孔复检，复检阳性者确认为梅毒阳性。结果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黄石市街头无偿献血者６３３０４人份，检测出

２４４例梅毒阳性，其中，男性１４１例，占阳性数的５７．７９％，占无偿献血者人数的０．２２２％，经统计学处理，不同年龄、不同年份、不同

职业和不同学历间均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工作中应加大无偿献血科普知识的宣传，认真做好献血前的咨询工作，特别是对献血

高危人群进行健康教育。为保证血液安全，应从低危人群中招募献血者，发展固定的无偿献血者队伍，减少血液的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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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偿献血者中梅毒筛查阳性反应人数逐年上升，已成为

血液报废的主要原因之一［１］。为了解黄石地区无偿献血者性

别、职业、接受教育程度及不同年龄段的梅毒感染情况，掌握流

行病学趋势，并为招募低危献血者提供科学依据，笔者对黄石

地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街头无偿献血者梅毒感染的检测情况进行

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黄石市街头无偿献血者６３３０４

人的静脉血，分离血清用于检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ＵｒａｎｕｓＡＥ２８０全自动酶免仪（深圳市爱康

电子有限公司）；ＲＭＰ２００型全自动酶免分析仪（瑞士ＴＥＣＡＮ

公司）；ＢＥＰⅢ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德国德灵公司）。ＴＰ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厦门新创公司；北京万泰公司，两公司生产的

试剂均为批批检产品并经质量抽检为合格。梅毒质控血清由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提供。

１．３　方法　采用ＥＬＩＳＡ法，使用两种ＴＰＥＬＩＳＡ试剂，严格

按试剂盒说明书同时对样本进行检测，对任何一种试剂检测阳

性者均进行双孔复查，其中一次检测结果阳性者用原样管一

孔，另一孔用血袋样进行双孔复检，复检阳性者确认为血液报

废。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街头无偿献血人群流行病学趋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实验

室共检测样本６３３０４人份，其中梅毒检测阳性２４４例，感染率

为０．３８５％。从表１结果可知，４年间街头无偿献血者梅毒感

染率呈上升趋势。不同年份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４５．９４，犘＜０．０１）；不同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

＝１．１３，犘＞０．０５）。

表１　　不同年份、不同性别献血者梅毒感染的

　　　阳性检测情况［狀（％）］

年份 狀 阳性 男性阳性 女性阳性

２００８ １７４１２ ３６（０．２０６） １６（０．０９１） ２０（０．１１５）

２００９ １５９２８ ４５（０．２８０） ２３（０．１４４） ２２（０．１３８）

２０１０ １５００７ ６７（０．４５０） ４４（０．２９３） ２３（０．１５３）

２０１１ １４９５７ ９６（０．６４０） ５８（０．３８８） ３８（０．２５４）

合计 ６３３０４ ２４４（０．３８５） １４１（０．２２２） １０３（０．１６２）

２．２　街头不同年龄组无偿献血者梅毒感染的检测情况　表２

显示，各年龄组的无偿献血者中均发现梅毒感染。各年龄组人

群感染率有差异，４０～＜５０岁年龄组的梅毒感染率最高，为０．

１２３％；３０～＜４０岁年龄组的梅毒感染率次之，为０．１２０％；

１８～２０岁年龄组和５０～＜５５岁年龄组的梅毒感染率最低，均

为０．０１９％，梅毒感染人群中多以青壮年为主。年龄组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７４．０７，犘＜０．０１）。

·７２１２·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８月第３４卷第１６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６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黄石地区街头不同年龄组献血者梅毒感染的检测情况［狀（％）］

年份 狀 １８～＜２０岁 ２０～＜３０岁 ＜３０～＜４０岁 ＜４０～＜５０岁 ＜５０～５５岁

２００８ １７４１２ ４（０．０２３） １３（０．０７５） ６（０．０３４） １２（０．０６９） １（０．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１５９２８ ３（０．０１９） １５（０．０９４） １１（０．０６９） １３（０．０８２） ３（０．０１９）

２０１０ １５００７ ２（０．０１３） １７（０．１１３） ２７（０．１８０） １８（０．１２０） ３（０．０２０）

２０１１ １４９５７ ３（０．０２０） ２１（０．１４０） ３２（０．２１４） ３５（０．２３４） ５（０．０３３）

合计 ６３３０４ １２（０．０１９） ６６（０．１０４） ７６（０．１２０） ７８（０．１２３） １２（０．０１９）

２．３　街头不同职业无偿献血者梅毒感染的检测情况　街头无

偿献血者中务农人员梅毒感染率最高为０．８１７％，工人和流动

人口感染率较高，学生感染率较低为０．０７９％，军人感染率为

０。不同职业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６５．５９，犘＜０．０１），见

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黄石地区街头不同职业献血者

　　　梅毒感染的检测情况

人员类别 狀 阳性数（狀） 阳性率（％）

学生 １３９４３ １１ ０．０７９

医务人员 ２３５４ ９ ０．３８２

公务员 １９８ １ ０．５１０

事业单位人员 ２３７０ ５ ０．２１１

商业人员 ３２８６ １０ ０．３０４

农民 １５９２ １３ ０．８１７

运输业人员 １４６３ １０ ０．６８４

军人 ７５２ ０ ０．０００

工人 ３０５７ ２０ ０．６５４

市民 ３２０６０ １５８ ０．４９３

其他 １８２４ ７ ０．３８４

合计 ６３３０４ ２４４ ０．３８５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黄石地区街头不同文化程度献血者

　　　　　梅毒感染的检测情况

文化程度 狀 阳性数（狀） 阳性率（％）

研究生 １０８ ０ ０．０００

大学本科 １４４１４ ２１ ０．１４６

大学专科 １２５５０ ２８ ０．２２３

中专 ８９６８ ３６ ０．４０１

高中 １２５５７ ５３ ０．４２２

初中 １０８８４ ８１ ０．７４４

小学 ３４１７ ２５ ０．７３２

合计 ６３３０４ ２４４ ０．３８５

２．４　街头不同文化程度献血者梅毒感染的检测情况　从检测

结果可知，接受教育程度越高梅毒感染率越低，高中以上感染

率较低，高中以下感染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７７．７５，

犘＜０．０１），见表４。

３　讨　　论

从实验室检测结果可知，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黄石地区街头献

血者梅毒阳性检出率呈上升趋势，与文献［２４］报导基本一致。５

个年龄组中４０～＜５０岁组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间检测阳性率最

高，占总检出人数的３１．９６％；２０～＜３０岁、３０～＜４０岁、４０～

＜５０岁等三个年龄组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间每年检测阳性率呈

递增状态，３个年龄组的阳性检出率占总检出人数的９０．１６％，

２１～３０岁年龄组阳性检出率占总检出人数的２７．０１％，黄石地

区感染梅毒年龄呈现低龄化趋势，但２０岁以下年龄组梅毒阳

性检出率较低，这一人群多以在校大学生和军人为主，属于梅

毒感染的低危人群，应鼓励在校大学生和现役军人积极参加无

偿献血。不同职业的献血者也是影响梅毒阳性检出率的主要

因素之一，学生、军人、医务工作者和公职人员的阳性检出率较

低，农民和流动人员的检测阳性率较高。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

对梅毒阳性率有明显影响，接受教育程度越高梅毒感染率

越低。

黄石市是以原材料工业和纺织业为主的一个沿江开放城

市，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展，商务活动的增加，农民工人数

的不断上升，从事服务和娱乐业的人员越来越多，应加大无偿

献血科普知识的宣传，让安全献血宣传走进企事业、学校和社

区。认真做好献血前的咨询工作，特别是对献血高危人群进行

健康教育。为保证血液安全，应从低危人群中招募献血者，发

展固定无偿献血者队伍，减少血液的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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