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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一种性传播疾病$

"I7

&#多因苍白密螺旋体感染而

引起#具有感染性较高的特点#可对人体的全身组织器官造成

伤害#进而引起器官的病变#严重时甚至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

构成威胁(

*

)

'梅毒的广泛流行和传播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公共

卫生问题及社会问题#其病程长#病症复杂#危害性仅次于艾滋

病(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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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甲*乙类传染病共报道发病
&0.+:.

万例#死亡
*G&0*

例#

梅毒报道发病数位居第
&

%

%0*0

年全国梅毒疫情地区分布调查

中新疆发病率居第
.

位(

/

)

'石河子地区处在各民族大杂居*小

聚居的新疆#梅毒感染状况特别是潜伏梅毒的感染情况及梅毒

流行趋势及流行特征等对地区制订梅毒防控和监测策略十分

重要'为了解石河子地区梅毒感染的总体情况及流行特点#对

%0*%

!

%0*/

年近
&

年的梅毒血清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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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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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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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首次检测结果纳入统计#重复检测

结果剔除$本院已实行实名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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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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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

!

/19

于分离胶促凝管

中#静置
%01DA

#

/000@

"

1DA

离心
*01DA

#及时分离血清'所

有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T9,"3

&初筛抗
8I#

#试剂由北京

京豪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0*&*%0%G

&%梅毒螺旋体
!

胶颗粒凝集试验$

I##3

&#试剂由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生

产$批号!

\2&**%*

&%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试验$

(#(

&是非梅

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测定血清滴度#进行倍比稀释#试剂盒

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0*&*00*

&#严格按

照说明书操作#每批次试验均设定阴*阳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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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建立数据库#将患者资料按不同年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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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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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民族*科室*血清滴度进行分类#上述资料运用
"#""*F+0

进行统计#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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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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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梅毒阳性检出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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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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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检

测患者
:/:F'

例#梅毒阳性感染者
*%'*

例#总检出率
*+:*Y

'

其中
%0*%

年检测
%''.*

例#阳性
&'F

例#检出率
*+&.Y

%

%0*&

年检测
*:F%:

例#阳性
&%F

例#检出率
*+'&Y

%

%0*/

年检测

%:::G

例#阳性
.G&

例#检出率
%+0*Y

'男性
&F0%G

例中#检

出梅毒抗体阳性
G'G

例%女性
&..%'

例中#检出梅毒抗体阳性

.''

例%男*女阳性率分别为
*+:GY

*

*+GGY

#不同性别间阳性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_*+G:0

#

!_0+/&/

&#

&

年检出率呈小

幅上升趋势#具体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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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者年龄分布
!

%0*%

!

%0*/

年检出
*%'*

例阳性感

染者中#年龄
*O

至
FG

岁'其中#

&

G0

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

高#其次为
%0

岁
!

年龄组#再次为
/0

岁
!

年龄组'不同年龄

组男*女性别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青壮年阳性

感染者比例最高#其次为老年人'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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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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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梅毒阳性检出情况

年份
检测$

)

&

男性 女性 合计

阳性(

)

$

Y

&)

男性 女性
合计(

)

$

Y

&)

%0*%

年
*.%':*&.G/%''.* %%0

$

*+//

&

*GF

$

*+%.

&

&'F

$

*+&.

&

%0*&

年
F&:. '..% *:F%: *:*

$

*+'%

&

*.%

$

*+:'

&

&%&

$

*+'0

&

%0*/

年
*/&G/*&/*%%:::G %F.

$

%+0.

&

%G:

$

*+FF

&

.G%

$

%+0%

&

合计
&F0%G&..%':/../ G'G

$

*+:G

&

.''

$

*+GG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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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未登记性别
%//

例$阳性患者中#

%0*&

年
G

例#

%0*/

年
*

例未

登记&'

表
%

!!

%0*%

!

%0*/

年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分布情况

年龄
%0*%

年$

)

&

女性 男性
女性

^

男性
%0*&

年$

)

&

女性 男性
女性

^

男性
%0*/

年$

)

&

女性 男性
女性

^

男性 合计$

)

&

$

&0O * % 0+.̂ * 0 % 0 . % %+.0̂ * *%

&0O

至
*0

岁
* 0 0 * % 0+.0̂ * F & &+00̂ * *G

*0

岁
!

& / 0+:.̂ * & % *+.0̂ * G / *+.0̂ * %%

%0

岁
!

&/ *F *+:F̂ * &. *' *+F/̂ * ./ %/ %+%.̂ * *'/

&0

岁
!

&% %G *+%&̂ * %& *F *+%*̂ * &: %: *+&:̂ * *G/

/0

岁
!

&F %. *+.Ĝ * %G %% *+'*̂ * %% && 0+G:̂ * *G:

.0

岁
!

F F *+00̂ * : *G 0+//̂ * */ %' 0+.0̂ * '&

G0

岁
!

G* **% 0+./̂ * .. ': 0+G&̂ * FG *// 0+G:̂ * ...

合计
*'0 *F: 0+F*̂ * *.0 *G' 0+'F̂ * %/& %G. 0+F%̂ * *%0&

!!

注!未登记年龄
:'

例'阳性患者中#

%0*&

年
G

例#

%0*/

年
*

例未登记'

E+F

!

门诊及住院科室分布
!

梅毒阳性感染者中#门诊检出率

最高#

%0*%

!

%0*/

年门诊共检测
&%0/

例#梅毒阳性感染者

G0.

例#检出率为
0+'%Y

'普外科共检测
F.%0

例#阳性
:.

例#阳性检出率
0+*0Y

%眼科共检测
/%*0

例#阳性
G&

例#检出

率
0+0FY

%消化内科和骨科检出率均为
0+0:Y

%感染性疾病

科*呼吸内科和老干科检出率均为
0+0GY

'

表
&

!!

梅毒感染者
(#(

阳性滴度在不同年度分布情况

(#(

阳性滴度
%0*%

年$

)

&

%0*&

年$

)

&

%0*/

年$

)

& 合计(

)

$

Y

&)

*̂ * 'G /F F: %&%

$

*'+**

&

*̂ % G0 &: .% */F

$

**+G&

&

*̂ / *: *. &' :0

$

.+/G

&

*̂ ' %* . *: /&

$

&+&.

&

*̂ *G *: / *. &G

$

%+'*

&

*̂ &% */ / / %%

$

*+:%

&

*̂ G/ ' % % *%

$

0+F/

&

*̂ *%' * * / G

$

0+/:

&

(#(

弱阳性
%& % * %G

$

%+0&

&

(#(

阴性
*/% %*0 &&& G'.

$

.&+/'

&

合计
&'F &%F .G& *%'*

$

*00

&

E+I

!

梅毒感染阳性感染者在不同民族分布情况
!

*%'*

例阳

性感染者中#以汉族最多#为
.'*

例$

/.+&GY

&%其次为维吾尔

族
/&

例$

&+&GY

&*哈萨克族
%&

例$

*+0'Y

&*回族
*/

例

$

*+0FY

&'

E+J

!

(#(

阳性滴度分布
!

*%'*

例梅毒感染阳性者中#

(#(

阴性
&.&

例$

%:+.GY

&#弱阳性
&.'

例$

%:+F.Y

&%

(#(

阳性血

清中#

*̂ *

有
%&%

例$

*'+**Y

&#

*̂ %

有
*/F

例$

**+G&Y

&#

*̂

/

有
:0

例$

.+/GY

&#具体见表
&

'

F

!

讨
!!

论

梅毒主要是通过性交传播#其他不太常见的模式是输血和

被静脉注射毒品使用者污染的针头所感染'它严重危害人类

健康#传染性强#潜伏期长#临床表现复杂'笔者回顾性分析

%0*%

!

%0*/

年梅毒检测数据发现#近
&

年阳性检出率依次为

*+&.Y

*

*+'&Y

*

%+0*Y

#

%0*%

与
%0*&

年间检出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_*:+G&G

#

!

$

0+0.

&#

%0*%

与
%0*/

年间检出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F'

#

!

$

0+0.

&#自
%0*%

年后

呈小幅上升趋势#

%0*&

*

%0*/

年间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_*+'.G

#

!_0+*:&

%

0+0.

&#

%0*&

!

%0*/

年流行趋势趋

于平缓#对于该性传播疾病的控制与否有待
%0*.

年后续数据

的佐证'

&

年阳性患者
*%'*

例#不同性别间阳性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_*+*G:

#

!_0+/&/

%

0+0.

&'

本文
*%'*

阳性感染者中#年龄
*O

至
FG

岁#其中#

G0

岁
!

所占比例最高#占所有阳性感染者的
&.+F*Y

#说明老

年患者应引起足够重视'老年人自身易造成梅毒血清学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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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方面#老年隐性梅毒感染者的文化水平低#对梅毒感染缺

乏了解%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有一定基础疾病#导致自身免疫

力相对较低#易感染梅毒(

.

)

'

%0

岁
!

占所有阳性感染者的

%'+*0Y

#其中
%0

岁
!

占
*.+&'Y

#呈逐年增加趋势#年轻人性

生活活跃#缺乏性卫生及性防范意识#并且以女性感染者居多#

该年龄又是最佳生育年龄段'育龄期女性的高患病率必然会

对家庭*后代和社会带来巨大危害'

/0

岁
!

占所有阳性感染

者的
*F+:.Y

#

/0

岁
!

男性高发的原因#可能与男性*女性的生

理特点有关#由于
.0

岁
!

女性进入绝经期#性活动减弱#而男

性性需求较大#婚外性生活频率增多#受感染的概率增加'有

报道#老年梅毒感染中#女性感染主要来源于其配偶'青壮年

所占阳性感染者比例最高#其次为老年人#新生儿所占比例低#

%0*%

!

%0*/

年有
*'

例新生儿梅毒#是由母婴垂直传播#属于

先天性梅毒#这一部分是不可忽略的问题'相关报道称#梅毒

对于女性危害更大#不仅危害自身健康#孕妇感染梅毒最终导

致不良妊娠结局#可通过胎盘引起流产*早产*死胎#幸存的活

产儿也可能成为先天性梅毒患儿(

G

)

'因此#应重视婚检*产检*

优生优育#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

:8'

)

'梅毒阳性感染者中#门诊

阳性检出率最高#住院患者中梅毒阳性者分布广泛*涉及多种

疾病*多个科室#主要分布在普外科*眼科*消化内科*骨科*感

染性疾病科*呼吸内科*老干科'值得注意的是#

*

期梅毒标志

性临床特征是硬下疳#这样的早期梅毒症状一般比较容易被发

现#然而在皮肤科就诊并确诊的阳性患者只有
%F

例#占

%+%GY

#可见#一般患者对梅毒等传染性疾病并不了解'儿

科
$

*

岁的新生儿
&

年共计检出
%/

例#且呈逐年递增趋势#特

别是
%0*/

较
%0*&

年增加
*0

例#为
%0*&

年总梅毒阳性新生儿

数的
%

倍#进一步说明产前检查出梅毒经及时治疗可以降低妊

娠期梅毒的发病率(

F

)

'此外#阳性感染者在各科室分布广泛及

有潜在的危险性#为防止住院人员交叉感染及出于对医务人员

的保护#住院患者有必要进行梅毒筛查#有效预防梅毒的医院

感染'

*%'*

例梅毒感染阳性患者的民族分布情况以汉族为主#

其次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这与新疆特殊地域情况大

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聚居情况而定#其中有
G0F

例并未登记民

族信息情况#所以此部分的数据分析受限'

(#(

由检验人员肉眼观察判断结果#对于弱阴性*弱阳性

的临界值不容易判断#需要根据病史*症状和体征结合实验室

检查进行诊断'

*%'*

例梅毒阳性感染者中
(#(

阴性
&.&

例#

弱阳性
&.'

例#阳性血清中
*̂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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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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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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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G&Y

&#

*̂ /

有
:0

例$

.+/GY

&#

(#(

阴性者逐年增

多'数据显示#接受正规治疗梅毒滴度可以下降#说明梅毒是

可治愈的'

%0*%

!

%0*/

年
(#(

阳性血清随着滴度增加#患者

减少'阳性血清超过
*̂ '

基本可排除是假阳性#并且滴度较

高患者处在高危状态'因此#鉴于
(#(

的低灵敏度*低特异

性#极容易造成患者的漏诊*误诊#引起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有

必要选择灵敏度高的
T9,"3

进行初筛#对于阳性结果用
I#8

#3

给予确认'

综上所述#新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地区#石河子地区

经济发展迅速#外来人口逐年增多#区域内梅毒感染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且青年感染数激增#妇幼保健站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等卫生监督部门应该加强对梅毒等性传播疾病的宣传教育力

度#提高民众的防范意识'由于梅毒阳性几乎覆盖了所有科

室*所有年龄段#因此#有必要对住院患者进行梅毒筛查#有效

预防梅毒的医院感染发生#降低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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