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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腮腺炎发病率呈增加趋势#发病时间集中

在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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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腮腺炎$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所致的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流行强度较大#容易在儿童特别是集聚儿童中发生

暴发或流行)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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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南岸区流行性腮腺炎发

病情况和流行特征#并提出科学的防治对策#现将南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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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流行性腮腺炎疫情分析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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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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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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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资料来自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均为临

床诊断病例#且无重症,死亡病例)人口资料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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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0重庆南岸统计年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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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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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报告疫情信息进行统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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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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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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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发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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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病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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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病率最高#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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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浩街道
!@ 3%&$ #"%3@ $ "%#3 ''%$( !@ "%?( #"%3@

涂山镇
!! ?%'? '(%&& !? @%#3 #'%3! !' "%@3 @'%("

南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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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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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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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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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托儿

童
"3?

例#占
"@%!@W

#该区流行性腮腺炎好发于学生和幼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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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流行性腮腺炎患者分布情况&

/

+

W

'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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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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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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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c!&&%& &%&& ' &%&& &%@# @ &%'@

农民
& &%&& " &%&& &%#( !! @#&%&& !%?? !' !%!&

干部职员
' !%(' @ ''%'' !%!# # "#%&& &%(# !" !%&!

离退人员
" !%!? ' #&%&& &%3? ' &%&& &%@# 3 &%?3

家务及待业
( @%&# " c(!%@' &%#( 3 '&&%&& !%"! !( !%@'

不详
& &%&& " &%&& &%#( ' #&%&& &%@# # &%@"

其他
" !%!? ! c#&%&& &%"$ # @&&%&& &%(# 3 &%?3

合计
!(' !&&%&& '@$ !&!%(' !&&%&& ??' 3$%$( !&&%&& !!3#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26MSC:)E;I

!

TFIC"&!#

!

UBE%!"

!

0B%!"



表
'

!

南岸区
"&&3

!

"&!&

年流行性腮腺炎患者年龄分布情况&

/

+

W

'

年龄$岁&

"&&3

年

男"女 合计 构成比

"&&$

年

男"女$

/

& 合计$

/

& 构成比$

W

&

"&!&

年

男"女$

/

& 合计$

/

& 构成比$

W

&

合计

$

/

&

构成比

$

W

&

&

!

!'

"

!" "# !@%@# "#

"

!@ '$ !!%!( ?3

"

#' !"! !3%"# !3# !#%?!

#

!

@?

"

'( 3'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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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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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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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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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 !&&%&& "!' '@$ !&&%&&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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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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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趋势分析
!

流行性腮腺炎有明显的流行地区性#

"&&3

年南坪街道,海棠溪街道,弹子石街道#占全年病例数的

#?%#3W

%

"&&$

年病例主要集中在长生桥镇,南坪街道#占全年

病例数的
#'%3(W

#

"&!&

年广阳镇,迎龙镇,长生桥镇,南坪街

道#占全年病例数的
(!%@$W

#与人口聚集趋势有关#表现为区

域发展与疾病防控措施不平衡)该区
"&&3

!

"&!&

年呈明显增

加趋势#高峰期为每年的
#

!

3

月)发病从
'

月份开始上升#

?

月份达到发病高峰#

(

月份开始下降#高峰期为
#

!

3

月)发病

数下降主要与学校,托幼机构放暑假有关与众多报道一致*

!."

+

)

分析原因!学校,托幼机构在冬季放假#春季开学后#学校,托幼

机构开始出现散发病例#而疫情未受到有效控制和重视#造成

疫情扩散#高峰延后)

"&&$

年流行性腮腺炎
!"

月份发病数,

发病率为
!!?

,

"&%3(

"

!&&&&&

#有增加的现象#主要与该区甲流

疫情流行期间#长生桥镇某中学,某学校附小
"

所学校发生流

行性腮腺炎暴发疫情有关)不同年龄组均可感染发病#其中以

#

岁
!

组为主#好发于学生和幼托儿童两个群体#与有关报道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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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

?

月#共发生流行性腮腺炎疫情
?

起#迎龙镇
"

起#长生桥镇
!

起#广阳镇
"

起#鸡冠石镇
!

起#疫情预警明显

高于
"&&$

年)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了疫情的蔓延#病

例数于
$

月份下降到
"&&3

年的发病水平#无聚集,暴发疫情

发生)

'%/

!

存在的问题
!

$

!

&区域发展与疾病防治控制措施不平衡)

$

"

&学校对传染病防治控制知识掌握不够#对传染病工作不重

视#发生聚集病例后不能有效隔离传染源#患者未痊愈返校上

课造成疫情扩散)$

'

&社会人群对流行性腮腺炎防治控制工作

的重要性不了解#家长因患儿在家治疗耽搁功课#因此隐瞒病

情,不规范治疗#仍送往学校读书#造成疫情扩散)$

@

&流行性

腮腺炎患者存在流失情况#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学生在小诊所

治疗#因此具体信息不会被录入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

造成该区疾病控制中心未能及时发现)

'%'

!

建议和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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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流行性腮腺

炎等传染病防治控制工作#将其纳入日常管理#落实专人负责#

重视区域发展与疾病预防治控制工作均衡协调发展)$

"

&区教

委进一步加强学校,托幼机构的传染病培训工作#提高管理者

的防治控制意识#发现传染病及时报告#传染源及时隔离治疗#

有效杜绝聚集和暴发疫情)$

'

&学校应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日常

消毒工作,晨检工作及缺勤记录统计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开展

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工作#使儿童家长及学校工作人员了解

腮腺炎的临床症状#掌握最基本的预防措施%进一步强调保持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对有效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性#动员学校老

师和管理人员,家长成为流行性腮腺炎防治控制工作的主动参

与者#形成群防群控)$

@

&流行性腮腺炎尽管预后良好#但引发

的并发症严重危害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并加重患者家庭经济

负担)接种腮腺炎疫苗是预防流行性腮腺炎的根本措施#可有

效预防流行性腮腺炎的发病#针对该区流行性腮腺炎的疫情特

点#今后应对
!3

!

"@

月龄儿童进行
SS-

联合疫苗常规免疫

的同时#开展中小学学校学生,托幼机构儿童
SS-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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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疫苗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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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用来评价
4,-

的经典指标主要有!菊粉,碘酞酸

盐,碘海醇,血清
)5

和
)K5

等)菊粉,碘酞酸盐和碘海醇是检

测
4,-

的金标准#但其繁琐在常规临床无法广泛应用)血清

)5

参考范围较宽但灵敏度较差#只有当
4,-

下降大于
#&W

时
)5

才会轻微上升)

)K5

较血清
)5

灵敏#但临床上因为
"@8

尿液标本采集不够准确#而且肾小管也分泌
)5

)所以临床将

测量的内源性标志物#如
)5

,

)

N

<)

等代入相应的计算公式来

评估
C4,-

#其中
)BKQK5BH;.46FEG

和
S]-]

公式是美国全国

肾脏病基金会$

0_,

&在
_

"

]>eR

中建议成人使用的#也是目

前临床上最常用的
4,-

评价公式*

(

+

)这
"

个公式都是基于苦

味酸法检测
)5

浓度)但随着
)5

检验方法的变化#其逐渐被更

准确的酶催化法取代#即
S]-]

简化公式
"

$

"&&(

年&#计算只

需
'

个参数$

)5

,年龄和性别&

*

3

+

)中国
C4,-

课题协助组针对

我国
)_]

人群特点#采用多元逐步回归线法开发公式#与

S]-]

公式
!

$

"&&&

年&比较#更具优势#可以替代改良前简化

S]-]

方程#应用于我国
)_]

患者的
4,-

评估)

]F\B;<

体表面积计算公式是适合美国人群的公式*

$.!&

+

#而

1GCDCI<BI

体表面积计算公式是根据中国人群开发的*

!!

+

)经

过多元回归方程分析#最终形成
1GCDCI<BI

公式)在我国#这

个公式被我国研究者作为参考公式并一直沿用至今)国内外

虽然对
]F\;B<

公式和
1GCDCI<BI

公式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评

价#但大多数
C4,-

公式在开发时大都采用
]F\B;<

体表面积

计算公式#其中也包括中国
C4,-

协作组)

综述所述#

C4,-

公式大多使用
]F\;B<

公式计算的
\1*

进行标化#但该院在标化
)K5

时长期使用
1GCDCI<BI

公式计算

\1*

#所以比较
"

种
\1*

之间的差异#对
C4,-

和分期的影响

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我国没有建立自己的
)_]

临床实践指

南#多数临床医师使用医院或科室自定的指南#最终导致对

)_]

患者进行评估时无统一标准*

!"

+

)本实验以临床诊断的

原始分期作为.金标准/缺乏严谨性#本组样本量少,健康对照

组身高和体质量信息缺失,无
4,-

的金标准方法对比且参考

)_]

分期不严谨)基于这些因素#本研究认为
]F\B;<

公式计

算
\1*

大于
1GCDCI<BI

公式计算)是否使用不同的
\1*

标化

4,-

#以及使用不同
C4,-

公式所得到的
C4,-

和
)_]

分期

不同#但无论使用何种公式#甚至不使用
\1*

标化
4,-

#对临

床
)_]

分期的准确性影响不大)未经标化的
)5

的中国
C4.

,-

课题协助组方程
@

$

C4,-@

&比其他
C4,-

公式具有更好的

准确性#其
4,-

的
$#W

生物参考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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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I

#推

荐其为该院肾功能评估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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