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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不同年龄段人群肝吸虫感染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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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F&&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佛山市高明区
"&!F

年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人群感染肝吸虫情况的差异及流行特点!为今后防治策略的

制订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对门诊患者进行粪便检测查找肝吸虫&结果
!

男性组感染率比女性组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F

$&各组之间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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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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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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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分别与其他各组相比较感染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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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性组与
C!

"

%&

岁女性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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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但二者与除同年龄段男性组外的其他各组相比较感染率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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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余各组之间相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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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肝吸虫感染仍普遍存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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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与
C!

"

%&

岁这两个年

龄段的男性和女性是肝吸虫感染的相对危险对象!而且男性被感染率尤为严重&

关键词"肝吸虫病#

!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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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加藤厚涂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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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支睾吸虫#又称肝吸虫+华肝蛭'成虫寄生于人体的肝

胆管内#可引起华支睾吸虫病#又称肝吸虫病'其体形狭长#背

腹扁平#前端稍窄#后端钝圆#状似葵花籽#体表无棘#虫体大小

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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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分布于韩国#中国东

北+广西+广东+台湾地区#以及越南+日本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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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肝吸虫感

染的危险因素主要与吃生鱼片+鱼生粥+吃生虾+使用不洁刀

具+砧板和器皿等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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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明区人民感染肝吸虫主要途径

是食源性感染#与本地人生吃鱼虾密切相关'研究表明改良加

藤厚涂片法对于肝吸虫的检出率要明显高于传统的直接涂片

法及盐水漂浮法)

#

*

#因此运用该方法对本院门诊患者进行肝吸

虫筛查#从而为开展有效防治措施提供依据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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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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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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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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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对来本院做大便检查

的门诊患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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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粪便查找肝吸虫'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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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采集研究对象的大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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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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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肝吸虫查找'第一步材料的准备!透明

液$蒸馏水
!&&6A

#纯甘油#

#Y

孔雀绿
!6A

&#亲水性透明玻

璃纸厚
C&

$

6

#大小为
#&66]#&66

#透明液中浸泡
"CL

以

上#尼龙网纱#塑料定量板$

#.6]C.6]"$F66

#板中圆孔的

孔径为
#$F66

#刮平后#孔中可容粪便
C!$H6

?

&#刮片#手套#

报纸#新鲜粪便%第二步制片%第三步镜检'检出虫卵者#定性

为肝吸虫感染者'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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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2EE!'$&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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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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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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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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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组与女性组肝吸虫检查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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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中共感

染
F#'

例#感染率为
#H$!HY

'其中男性组感染肝吸虫
C&"

例#

男性中的感染率为
CH$#FY

%女性组感染
!#H

例#在女性中的

感染率为
""$B&Y

'男性组与女性组感染肝吸虫数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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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肝吸虫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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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组相比较感染率略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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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分别与其他各组相比较感染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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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性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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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性组相比较感染

率略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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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与除同年龄段

男性组外的其他各组相比较感染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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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各组之间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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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肝吸虫检查结果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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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肝吸虫检查结果比较

年龄
总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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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各年龄组均有感染#成人感染率较高'其中男

性组感染率为
CH$#FY

#而女性组感染率为
""$B&Y

#说明肝吸

虫感染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接触生食或者是半

生食的概率比女性高有关'据调查#男性对于刺身和生鱼片的

喜爱度远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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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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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男性组感

染率分别为
%!$H#Y

和
FB$%'Y

#与其他组相比较差异显著#除

了这部分人喜好生吃鱼+虾外#也许还和这个年龄段社交活跃

有关#即应酬多#经常用生鱼+虾佐酒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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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性

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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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女性组感染率分别为
"'$&FY

和
"F$'HY

#也明

显高于除同年龄段男性组外余下的各组#说明这个年龄段女性

社交活跃#对各种场合餐桌上的新鲜生鱼+虾自然是跃跃欲试#

热情高涨'其余各组之间相比较#差异不大#说明多数老人还

是保持熟食的良好传统习惯#未成年人在校受到学校教育的熏

陶#可能对生吃鱼虾还是胆怯#甚至抗拒的'所以这两部分人

的感染率相对较低#同时有些人感染肝吸虫也许和使用切过生

鱼的刀及砧板切熟食+用盛过生鱼的器皿盛熟食有关'肝吸虫

病的传播有赖于粪便中的虫卵有机会下水#而未经无害化处理

的粪便下到鱼塘+江河就会污染水体#污染肝吸虫第二中间宿

主淡水鱼和虾#引起肝吸虫病的流行'肝吸虫的传播除了需要

有适宜的第一中间宿主+第二中间宿主外#还与当地居民的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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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习惯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

%

*

'高明区有一大特色就是#大量

的养殖淡水鱼+虾#同时地处西江边上#西江鱼+虾自然成了他

们餐桌上的美食#因当地人群有生吃或半生吃淡水鱼虾的习

惯#所以肝吸虫感染率高'人体在感染肝吸虫并后#这一病症

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症状表现)

H

*

'轻度感染时不出现临

床症状或无明显临床症状#重度感染时在急性期主要表现为过

敏反应和消化道不适#包括发热+胃痛+腹胀+食欲不振+四肢无

力+肝区痛+血液检查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增多等#但大部分患者

急性期症状不很明显#晚期感染人群会向肝癌+肝硬化+胆管

癌+腹水等方面转移)

B

*

#后果不堪设想'

综上所述#高明区已是肝吸虫感染的高发地#它严重危害

当地人的身心健康#特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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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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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男性和女

性#男性尤为严重#而这部分人正值人生青壮年#意气风发的时

候#是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所以有效地控制肝吸虫感染刻不

容缓'肝吸虫病是由于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囊蚴的淡水鱼+虾所

致#预防肝吸虫病应抓住经口传染这一环节#防止食入活囊蚴

是防治本病的关键'首先需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展开健康教育#

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其次在基层医院开

展肝吸虫病的检测#以便人们及时清楚是否感染肝吸虫#及时

检查#及时治疗'再次要加强对肝吸虫病防控工作的指导#提

高临床诊治及实验室诊断水平#对肝吸虫的宿主进行调查#了

解宿主感染状况#为制订下一步干预措施和治疗方案提供科学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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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血液检验标本误差与防控对策

荣仕成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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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观察临床血液检验标本出现误差的原因及制订防控对策&方法
!

选取
"&!C

年
!&

月至
"&!F

年
!!

月血液检

验标本出现误差的
%!

份标本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找出血液检验标本误差的原因所在!并提出相关的防控对策!以提高

血液检验标本的质量!确保检验结果的真实'可靠性&结果
!

%!

份血液检验标本出现的误差原因!分别为患者自身因素

"

"'$FY

$!标本采集因素"

C"$%Y

$!送检因素"

!!$FY

$!检验因素"

!%$CY

$&结论
!

影响血液检验标本分析前质量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检验科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各项检验工作流程!加强专业人员专业知识学习及专业技能培训!加强与医护人员及

患者的沟通!以确保血液检验标本在分析前的质量!确保检验结果的真实'可靠性&

关键词"临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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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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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前的血液检验标本质量是检验科实施质量管控工作

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合格的血液检验标本是保证检验结果可

靠+精确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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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检验分析前必须确保血液检

验标本的质量#应最大限度降低血液检验标本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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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检

验标本的质量控制包括患者采血前的准备+血液的采集+标本

的运送+标本的处理及标本的保存等诸多环节'选取
"&!C

年

!&

月至
"&!F

年
!!

月本院血液检验标本出现误差的
%!

份标

本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提出相关防控对策#现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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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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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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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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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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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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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血液检验标本出

现误差的
%!

份标本#由检验人员进行记录#并将误差结果反馈

给临床科室#与相应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共同对误差原因进行归

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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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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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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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血液检验标本误差原因!血液采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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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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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自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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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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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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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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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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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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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血液标本误差原因

误差因素 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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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因素 标本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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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溶血

抗凝比例不符

输液同侧采血

患者因素 非空腹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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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运动后

送检因素 送检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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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因素 标本处理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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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时间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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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对
%!

份血液检验标本产生误差的原因进行了详

尽分析#结果显示产生误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医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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