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代偿表现#复查
!<

脑梗死范围扩大或伴有脑出血者+去骨

瓣充分减压有利于防止脑梗死后因颅内压高引起的继发性再

缺血#避免因大剂量脱水利尿引起内环境紊乱#有利于意识恢

复#缩短病程#减少并发症+本组临床资料表明#年龄是影响急

性大面积脑梗死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主要是因为高龄

患者对疾病的耐受性及康复能力均下降+去骨瓣减压并非引

起大面积脑梗死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在临床工作中作者体

会到其预后与下列因素关系密切!$

"

&并发症+脑梗死后意识

障碍#卧床不起#易发生各种严重并发症+如肺炎占
&67

#泌

尿系感染占
#'7

#应激性消化道出血占
1$7

#心功能不全占

":7

#电解质紊乱占
$87

#真菌感染占
97

#深静脉栓塞占

$7

+$

$

&脑梗死的部位及范围+脑梗死面积越大#预后越差#

伴有脑干或小脑梗死者预后更差+$

#

&脑梗死后再出血+$

1

&

慢性疾病+本组病例合并原发性高血压占
:"7

#冠心病占

#87

#肺心病占
"67

#糖尿病占
$&7

#肝肾功能不全占
$#7

等

直接影响脑梗死的预后+因此#急性大面积脑梗死患者还应积

极治疗所患慢性疾病#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加强全身支持治疗#

早期行高压氧,针灸,肢体功能锻炼#一旦出现脑积水应行分

流术+

总之#大面积脑梗死病情较重#进展较快#病死率和致残率

较高#部分患者内科治疗有效#对内科治疗无效的患者#在符合

手术适应证的条件下及时行去骨瓣减压术往往不仅可以挽救

生命#而且可以减少脑梗死面积#改善神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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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业人员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调查

王素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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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江宁区从业人员乙型肝炎"下称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Q(+)

/

%携带情况!为控制和预防乙

肝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Q(+)

/

!

Q(+)

/

阳性者用同样方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
?

抗

原&结果
!

$''6

"

$''8

年共体检
96$"'

例!

Q(+)

/

阳性率为
"%87

!以
#'

"

岁年龄组最高!男性
Q(+)

/

阳性率

$%&7

显著高于女性的
"%:7

!不同行业
Q(+)

/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结论
!

Q(+)

/

阳性率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坚持对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做好乙肝的预防和宣传工作'提高人群的自我防护意识'加强乙肝疫苗的

接种十分重要&

"关键词#

!

从业人员$

!

乙型肝炎$

!

调查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1&&

"

$'"$

%

"',"$:8,'$

!!

我国是乙型肝炎$下称乙肝&高发区#约有
"

亿人乙肝病毒

表面抗原$

Q(+)

/

&阳性#居世界首位)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卫生法/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规定#每年对本

辖区内公共卫生从业人员进行健康体检#为进一步了解从业人

员中乙肝病毒携带情况和特点#为政府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供

科学依据+本文对
$''6

"

$''8

年来江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进行健康体检的从业人员的体检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江宁区
$''6

"

$''8

年各类从业人员#包括食

品,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共计
96$"'

例+

$%/

!

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5PO)

&检测
Q(+)

/

#

Q(+)

/

阳性者用同样方法检测乙肝病毒
?

抗原$

Q(?)

/

&#试

剂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说明书操作并判

定结果#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进行统计+

/

!

结
!!

果

/%$

!

Q(+)

/

,

Q(?)

/

检测结果
!

见表
"

+

$''6

"

$''8

年共体

检
96$"'

例#其中
Q(+)

/

阳性
":98

例#阳性率为
"%87

%

Q(?)

/

阳性
6#"

例#阳性率
'%97

+不同年份
Q(+)

/

阳性率

分别为!

$%17

,

"%87

,

"%&7

#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89

#

G

$

'%'"

&%不同年份
Q(?)

/

阳性率分别为

"%$7

,

'%67

,

'%:7

#经统计学分析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a

61%'"

#

G

$

'%'"

&+

表
"

!

$''6

"

$''8

年
Q(+)

/

*

Q(?)

/

阳性检测情况(

,

&

7

')

年份 检测人数
Q(+)

/

阳性
Q(?)

/

阳性

$''6 #''8' 6$$

$

$%1

&

#:"

$

"%$

&

$''9 $6&:' &$1

$

"%8

&

"8#

$

'%6

&

$''8 $8&:' 11#

$

"%&

&

"66

$

'%:

&

合计
96$"' ":98

$

"%8

&

6#"

$

'%9

&

/%/

!

不同性别
Q(+)

/

,

Q(?)

/

检测情况
!

见表
$

+男性
Q(,

+)

/

阳性率
$%&7

$

96$

"

#1991

&%女性
Q(+)

/

阳性率
"%:7

$

9"6

"

&$#$:

&#男性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86%'1

#

G

$

'%'"

&+男性
Q(?)

/

阳性率
"%17

$

16"

"

#1991

&%女性

Q(?)

/

阳性率
'%&7

$

$:'

"

&$#$:

&#男性高于女性#差异也有

统计学意义$

'

$

a"9#%#&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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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性别
Q(+)

/

*

Q(?)

/

阳性检测情况(

,

&

7

')

性别 检查人数
Q(+)

/

阳性
Q(?)

/

阳性

男
#1991 96$

$

$%&

&

16"

$

"%1

&

女
&$#$: 9"6

$

"%:

&

$:'

$

'%&

&

合计
96$"' ":98

$

"%8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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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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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年龄段
Q(+)

/

,

Q(?)

/

检测情况
!

见表
#

+分
1

个

年龄组#不同年龄组
Q(+)

/

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11

#

G

$

'%'"

&#

Q(?)

/

阳性率的差异同样也有统计学

意义$

'

$

a""6%#8

#

G

$

'%'"

&+

表
#

!

各年龄段
Q(+)

/

*

Q(?)

/

阳性检测情况(

,

&

7

')

年龄$岁& 检测人数
Q(+)

/

阳性
Q(?)

/

阳性

$

#' 1&69& 8'&

$

$%'

&

&"&

$

"%"

&

#'

"

#8 $&6$6 &&:

$

$%$

&

"6:

$

'%6

&

1'

"

18 "$8'6 $'$

$

"%:

&

#:

$

'%#

&

&'

"

&& $68" $:

$

'%8

&

1

$

'%"

&

合计
96$"' ":98

$

"%8

&

6#"

$

'%9

&

/%1

!

不同行业
Q(+)

/

,

Q(?)

/

检测情况
!

食品卫生行业从

业人员体检
#98$'

例#

Q(+)

/

阳性
&#6

例#阳性率为
"%17

%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体检
19$8'

例#

Q(+)

/

阳性
""&$

例#阳性

率为
$%17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1%9'

#

G

$

'%'"

&+

食品卫生行业
Q(?)

/

阳性
"8&

例#阳性率为
'%&7

%公共场所

Q(?)

/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7

#二者差异也有统计学意

义$

'

$

a8:%"1

#

G

$

'%'"

&+

'

!

讨
!!

论

本次检测结果显示#

$''6

"

$''8

年江宁区食品,公共场所

从业人员的
Q(+)

/

阳性率为
"%87

#明显低于目前我国一般

人群
Q(+)

/

阳性率为
8%67

)

#,1

*

#并且
Q(+)

/

阳性率呈逐年

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本区多年来坚持对相关行业的监督管

理#每年定期体检#对
Q(+)

/

阳性者#一经查出及时调离#还

与近年来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以及多年来

乙肝疫苗普遍接种有关+男性
Q(+)

/

,

Q(?)

/

阳性率明显高

于女性)

&

*

#这可能与男性社交范围广#感染机会多并且对饮食

卫生的关注不足及卫生消毒意识不强有关+

不同年龄段以
#'

"

#8

岁
Q(+)

/

阳性率为最高#

$

#'

岁

次之#其他年龄段随年龄增长有下降的趋势#说明青壮年是

Q(+)

/

感染的主要人群#这可能与青壮年社交活动频繁#免疫

旺盛#病毒复制活跃等有关+

不同职业的
Q(+)

/

,

Q(?)

/

阳性率不同#食品卫生行业

从业人员
Q(+)

/

,

Q(?)

/

阳性率低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

:

*

#

这与法规中规定的病毒性肝炎$包括病原携带者&不得参与接

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但可以从事其他的行业有关#许多乙

肝病毒携带者放弃了食品行业的工作#使食品卫生行业从业人

员
Q(+)

/

阳性率明显低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

目前从业人员已取消了
Q(+)

/

检测#作为防病控病的疾

控部门#更应该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提高群众对传染病的认

识#明确它的危害性#把预防疾病变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大力宣

传乙肝疫苗的预防接种#普遍提高人群的免疫水平#把乙肝病

毒的传播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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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二甲综合医院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陆
!

露"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马山县人民医院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
!

对

$'"'

年马山县人民医院临床各科送检的细菌培养标本!采用
(CGE,P+E

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菌种鉴定!

],(

纸片琼脂

扩散法进行菌株的药敏试验&结果
!

马山县人民医院送检细菌培养标本
#6$8

例!阳性
"1$$

株"

#9%"#7

%$主要来

源于咽拭子'痰'大便'分泌物!分别占
#8%97

'

$'%'7

'

"&%87

'

"'%'7

$分离出前
:

位病原菌的是#肺炎支原体'真

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生殖道支原体'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占
1'%17

'

""%97

'

""%$7

'

"'%87

'

9%17

'

:%$7

$革兰阴性杆菌
#69

株"

$:%:7

%!革兰阳性球菌
"9$

株"

"$%97

%$阴性杆菌中前
#

位的是#肺炎克雷伯菌'大肠

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革兰阳性球菌前
#

位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

大肠埃希菌耐药前
#

位的是#氨苄西林
6&%:7

'

9'%97

$哌拉西林
#"%97

'

6#%"7

$头孢唑啉
#"%97

'

&#%87

$金黄色

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耐药前
#

位的是#对青霉素
:6%'7

'

":%67

$红霉素
&&%67

'

6%67

$阿奇霉素
&$%#7

'

9%87

$非发酵菌"铜绿假单胞菌%耐药前
#

位的是#复方新诺明
"''%'7

'氨苄西林
&6%87

'氨曲南
#"%&7

&未分离

到对亚胺培南耐药的阴性杆菌株!也未分离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葡萄球菌及肠球菌&结论
!

本地区病原菌分布及

耐药性与许多地方报道的存在相似!又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及时对本地区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统计'分析'总结

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

病原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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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耐药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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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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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的发展#大量广谱抗菌药物,免疫抑制剂的使用 及介入性诊疗技术的应用#使得感染类型变迁,病原菌性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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