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红细胞的百分比和评价红细胞的生活状况$对铁的捕获和利

用能力等&#因此#在小细胞低色素贫血中#表现出与健康人的

差异性'此外#由于
U_!

与地贫的贫血机制不同#其
3W5D=9,

和
3P

GB

98P?

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李先平等)

2

*通过研

究分析轻型
'

8

地贫和
U_!

的
3W5D=9

"

3P

GB

98P?

比值特征变

化表明#两者的
3W5D=9

"

3P

GB

98P?

比值成反向的特点#并且

以
3W5D=9

"

3P

GB

98P?

比值
(&1

作为
%

种小细胞低色素贫血

鉴别诊断的判别值#得到的鉴别
%

种贫血准确度为
1$&)*3

'

由此可见
3W5D=9,

和
3P

GB

98P?

这
%

个参数在鉴别
U_!

与

地贫中的意义'

鉴于单个试验对鉴别诊断不同的贫血的局限性及联合检

验在提高检验灵敏度(特异度方面的优越性#本研究采用联

合
3W5D=9,

(

3P

GB

98P?

和
,_\

的方法#观察
)(

例
U_!

(

/%

例
+

8

地贫(

)2

例
'

8

地贫及
$2(

例健康人的
3W5D=9,

(

3P

GB

98

P?

和
,_\

的变化#直观地表现在各参数的分布趋势图上$见

图
$

!

'

&#并通过计算
W8P8,_\

值#得到上表
$

#统计结果分

析表明#

U_!

与地贫之间以及它们与健康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G

&

(&(+

&'也就是说#利用
W8P8,_\

可以有效

地诊断小细胞低色素贫血#并且将其加以鉴别'此外#在对
+

8

地贫(

'

8

地贫的观察中#发现两者在
W8P8,_\

上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G

&

(&(+

&'这可能是因为两者在疾病中的严重程

度不同而致'

通过本实验表明#

W8P8,_\

在鉴别诊断
)

种小细胞低色

素性贫血中的价值巨大'但由于标本的量的局限#

W8P8,_\

对于鉴别诊断三者的临界值的确定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

*

.==?DA<

K

<Y&_56D=5;57<7@H<C:?9E3 ;5D=9D

G

@5D

"

3 A

GB

9DA=9;5D

=<@5957@A?I5EE?=?7@5<CI5<

K

796569E;5D=9D

G

@5D<7?;5<

)

V

*

&QC57

QA?;-<FW?I

#

%((*

#

'2

$

$%

&!

$/+%8$/+*&

)

%

* 苑
#

&

不同剂量铁剂治疗缺铁性贫血的疗效观察)

V

*

&

现代医药卫

生#

%($$

#

%/

$

%

&!

%+1&

)

)

* 沈寅琛
&WQX

和
,_\

在轻型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贫血的鉴别

意义)

V

*

&

中国实用医药#

%((1

#

'

$

%$

&!

$(2&

)

'

* 覃羽华
&

红细胞
WQX

(

,_\

在缺铁性贫血和轻型
'

地贫鉴别诊

断中的意义)

V

*

&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

#

%2

$

%

&!

%%1&

)

+

* 李华#刘彦惠#翟锬#等
&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在缺铁性贫血和轻

型地中海贫血诊断中的应用)

V

*

&

职业与健康#

%((/

#

%$

$

/

&!

$(('&

)

2

* 李先平#王敏#郑茂#等
&3W5D=9

"

3P

GB

9

对
'

8

地中海贫血与缺铁

性贫血的鉴别诊断价值)

V

*

&

广东医学#

%((1

#

)(

$

2

&!

1%)&

$收稿日期!

%($+8()8$(

&

#

!

通讯作者#

Y8;<5C

!

'%1))/++/

"MM

&D9;

'

!临床研究!

永川区农村集中式供水水质微生物检测结果分析

旷春梅!郑显奇!成世伦#

"永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科!重庆永川
'(%$2(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永川区农村集中式供水微生物污染情况!为加强水质卫生监督管理及改善农村集中式供水水质提供依

据&方法
!

%($%

!

%($'

年在永川区按照随机抽样原则!采集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水样
''(

份!根据*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

Ǹ

)

"+/+(8%((2

%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按*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Ǹ+/'18%((2

%进行评价&结果
!

''(

份农村集中式供水微生物

指标检测水样!合格数
$')

份!合格率
)2&+13

!其中总大肠菌群合格率最低!为
)/&+(3

$永川区
%($%

!

%($'

年农村集中式供水

水质微生物指标合格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结论
!

微生物指标合格率与水处理工艺等因素有关!永川区农村集中式供水水质微生

物指标合格率较低!存在饮水安全隐患!应加强水源保护与水质净化消毒工艺及设施!开展饮水卫生健康教育!加大对水质监督的

执法力度!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

关键词"农村$

!

集中式供水$

!

微生物

!"#

!

$(&)121

"

4

&5667&$2/)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8'$)(

"

%($+

%

$'8%$(/8()

!!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工厂企业进入到农村#由

于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农村的水质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

*

'

我国农村饮用水卫生现状表明#微生物污染是影响农村生活饮

用水安全的主要因素)

%

*

'为了解永川区农村集中式供水水质

微生物污染状况#对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笔者对
%($%

!

%($'

年农村集中式供水水质微生物指标检

测结果进行分析#现将检测结果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资料来源
!

%($%

!

%($'

年对永川区所辖
$2

个镇街按照

不同的水源类型(水处理方式等因素#根据,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

Ǹ

"

"+/+(8%((2

&中水样采集与保存要求#每年随机

选取监测点#共计
$$(

个'

@&A

!

检测方法
!

每年采集农村集中式供水监测点的枯水期和

丰水期水样#每个监测点采集出厂水和末梢水各
$

份#采集水

样共计
''(

份'

@&B

!

检测指标
!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菌'

@&C

!

评价标准
!

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Ǹ+/'18%((2

&

进行评价!菌落总数小于或等于
+((Qc.

"

;-

$小型集中式供

水&#总大肠菌群$

W#R

"

$((;-

&(大肠埃希菌$

W#R

"

$((;-

&

不得检出#水样中只要有
$

项指标不合格#即判定为不合格'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ZZ$1&(

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

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并进行
&

% 检验#

G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农村集中式供水水质微生物指标合格情况
!

%($%

!

%($'

年共检测水样
''(

份#合格
$2$

份#

)

项指标综合合格率为

)2&+13

%

%($%

年 合 格 率 为
%2&%%3

#

%($)

年 合 格 率 为

)*&*13

#

%($'

年合格率为
'2&1/3

#合格率呈上升趋势#合格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1

#

G

&

(&(+

&'菌落总

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菌总合格率分别为
*)&'$3

$

)2/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

U7@V-<FW?I

!

V:C

G

%($+

!

X9C&)2

!

R9&$'



''(

&(

)/&+(3

$

$2+

"

''(

&(

+1&)%3

$

%2$

"

''(

&#具体情况见表
$

'

表
$

!!

%($%

年
!

%($'

年农村集中式供水水质微生物

!!!

指标检测合格率%

$

#

3

$&

年份
$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大肠埃希菌
)

项指标综合

%($% $2' $+*

$

12&)'

&

')

$

%2&%%

&

2/

$

'(&*+

&

')

$

%2&%%

&

%($) $'' $(2

$

/)&2$

&

+/

$

)1&+*

&

1+

$

2+&1/

&

+2

$

)*&*1

&

%($' $)% $()

$

/*&()

&

2+

$

'1&%'

&

11

$

/+&((

&

2%

$

'2&1/

&

&

%

)%&+21 $2&1)2 )1&%2' $'&(+1

G

&

(&(+

&

(&(+

&

(&(+

&

(&(+

A&A

!

不同类型水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情况
!

农村集中式供水

)

年出厂水(末梢水微生物指标合格率见表
%

#出厂水合格率高

于末梢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1&%/1

#

G

&

(&(+

&'

表
%

!!

%($%

!

%($'

年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出厂水'

!!!

末梢水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率%

$

#

3

$&

年份 类型
$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大肠埃希菌
)

项指标综合

%($%

出厂水
*% *(

$

1/&+2

&

)(

$

)2&+1

&

)1

$

'/&+2

&

)(

$

)2&+1

&

末梢水
*% /*

$

1+&$%

&

$)

$

$+&*+

&

%*

$

)'&$+

&

$)

$

$+&*+

&

%($)

出厂水
/% ++

$

/2&)1

&

)2

$

+(&((

&

+)

$

/)&2$

&

)+

$

'*&2$

&

末梢水
/% +$

$

/(&*)

&

%$

$

%1&$/

&

'%

$

+*&))

&

%$

$

%1&$/

&

%($'

出厂水
+2 +(

$

*1&%1

&

)'

$

+)&+/

&

'+

$

*(&)2

&

)'

$

2(&/$

&

末梢水
/2 +)

$

21&/'

&

)$

$

'2&(+

&

+'

$

/$&(+

&

%*

$

)2&*'

&

合计 出厂水
%$($*+

$

**&$(

&

$((

$

'/&2$

&

$)/

$

2+&%)

&

11

$

'/&$+

&

末梢水
%)($*%

$

/1&$)

&

2+

$

%*&%2

&

$%'

$

+)&1$

&

2%

$

%2&12

&

A&B

!

不同时期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情况
!

每年
)

!

'

月为枯

水期#水质微生物指标合格率为
'(&1$3

%

/

!

*

月为丰水期#水

质微生物指标合格率为
)%&%/3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g)&+)2

#

G

$

(&(+

&'

)

年不同水期水质微生物指标合格率

见表
)

'

表
)

!!

%($%

!

%($'

年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不同水期

!!!

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率%

$

#

3

$&

年份 类型
$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大肠埃希氏菌
)

项指标综合

%($%

枯水期
*% *(

$

1/&+2

&

)(

$

)2&+1

&

)+

$

'%&2*

&

)(

$

)2&+1

&

丰水期
*% /*

$

1+&$%

&

$)

$

$+&*+

&

)%

$

)1&(%

&

$)

$

$+&*+

&

%($)

枯水期
/% ++

$

/2&)1

&

)$

$

')&(2

&

+'

$

/+&((

&

)$

$

')&(2

&

丰水期
/% +(

$

/(&*)

&

%2

$

)2&$$

&

'$

$

+2&1'

&

%+

$

)'&/%

&

%($'

枯水期
22 +'

$

*$&*%

&

)'

$

+$&+%

&

+$

$

//&%/

&

))

$

+(&((

&

丰水期
22 '1

$

/'&%'

&

)$

$

'2&1/

&

'*

$

/%&/)

&

%1

$

')&1'

&

合计 枯水期
%%($1(

$

*2&)2

&

1$

$

'$&)2

&

$'(

$

2)&2'

&

1(

$

'(&1$

&

丰水期
%%($//

$

*(&'+

&

/'

$

))&2)

&

$%$

$

++&((

&

/$

$

)%&%/

&

A&C

!

不同水处理工艺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情况
!

农村集中式

供水工程水处理工艺有完全处理(沉淀过滤(未处理
)

种方式'

完全处理即原水经过混凝沉淀(过滤(消毒后经配水管网到用

户%沉淀过滤是只经过沉淀过滤的处理工艺%未处理指原水不

经任何处理直接供给用户'由表
'

可见#水处理工艺中完全处

理工艺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率为
+)&'$3

%高于其他水处理方

式#完全处理与其余
%

种处理工艺微生物指标合格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g)1&+%%

#

G

&

(&(+

&'

表
'

!!

不同水处理工艺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率%

$

#

3

$&

水处理工艺
$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大肠埃希菌
)

项指标综合

完全处理
%*( %'1

$

**&1%

&

$)/

$

'*&1%

&

%$2

$

//&$'

&

$))

$

+)&'$

&

沉淀过滤
$%* $($

$

/*&1(

&

%%

$

$/&$*

&

)*

$

%1&2*

&

%%

$

$/&$*

&

未处理
)% $/

$

+)&$%

&

2

$

$*&/+

&

/

$

%$&*/

&

2

$

$*&/+

&

合计
''( )2/

$

*)&'$

&

$2+

$

)/&+(

&

%2$

$

+1&)%

&

$2$

$

)2&+1

&

B

!

讨
!!

论

%($%

!

%($'

年永川区农村集中式供水微生物指标检测结

果表明!微生物指标合格率与水样类型(水处理工艺等因素有

关'$

$

&微生物指标合格率出厂水为
'/&$+3

#末梢水为

%2&123

#出厂水合格率高于末梢水#可能与供水管网老化失

修#饮水居民增加(村落规模扩大#管道延伸过长及水质在输配

水过程中受到污染有关'$

%

&微生物指标合格率丰水期(枯水

期无差别#说明近
)

年季节变化对水质的影响不明显'$

)

&不

同水处理工艺微生物指标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完全处理

合格率为
+)&'$3

%沉淀过滤合格率为
$/&$*3

%未处理合格率

为
$*&/+3

#完全处理的合格率最高#说明改善水处理工艺能

有效提高水质微生物指标合格率'

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普遍缺乏完善的水处理工艺#消毒不

规范#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的污染#使得农村集中式供水存在

饮水安全隐患#其中饮用水的微生物污染位居首位)

)

*

#据报道

大约有
'(

多种传染病是通过水传播的)

'

*

#从检测结果显示#永

川区农村集中供水水质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率为
)2&+13

#低

于文献报道的各地平均水平)

+8/

*

#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率较低#

存在介水传染病发生的可能'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率从
%($%

年的
%2&%%3

上升到
%($'

年的
'2&1/3

#合格率呈上升趋势#

说明经过近几年政府加大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和水处

理工艺的改进措施#使供水水质得到有效改善#但水质微生物

指标合格率较低#微生物污染仍需引起重视'为提高农村饮用

水合格率#预防介水传染病的发生#建议从以下几个环节进行

改善!$

$

&供水单位加强饮用水设施的建设与水源保护#争取资

金投入#完善净化消毒设施及工艺#改造陈旧老化的管网及进

行定期维护'建立农村饮用水从水源到用户的供水安全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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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脱落细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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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分型检测#分析湛江市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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