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蔡敏琪#男#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生物化学研究+

!论
!!

著!

云南省某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调查

及流行病学分析

蔡敏琪!何宇佳!孟
!

铖!罗
!

丹!李汉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九医院检验科!云南开远
**'*EE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云南某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方法
!

以该地区在校小学生
%'3

例作为调查对象!采

用改良加滕氏涂片法进行粪便寄生虫病原学检查&结果
!

实际接受检查
'E&

例!受检率
E'()FX

&共检出肠道寄生虫感染者
0)

例!总感染率
%0(E'X

!包括单虫感染
&E

例"

%)(%'X

$!双重感染
')

例"

0('RX

$%三重感染
'

例"

)(0%X

$&检出肠道寄生虫
F

种!

包括蛔虫%鞭虫%钩虫和粪类圆线虫!感染率依次为
'E('3X

%

E(RFX

%

%()3X

和
'(00X

&不同年龄%性别小学生感染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0

$!不同民族小学生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结论
!

该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肠道寄生虫感

染情况较为严重!有必要制订预防及治疗措施以控制肠道寄生虫感染的流行&

关键词#少数民族#

!

小学生#

!

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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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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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寄生虫病是国内常见感染性疾病之一+云南省滇南

地区某少数民族自治州与越南交界#生活条件艰苦#卫生条件

差#寄生虫病流行较为广泛+了解该地区儿童肠道寄生虫感染

流行现状#对完善防御措施*提升儿童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笔者于
%)'F

年对当地某小学在校生进行了肠道寄生虫

感染状况抽样调查+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云南省某少数民族地区小学在校生
%'3

例#

实际接受调查
'E&

例#收检率
E'()FX

+接受检查的
'E&

例中#

男
')R

例*女
R0

例#年龄
*

#

'F

岁+抽样方法参照国家卫计委

颁布的寄生虫感染流行病学调查三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

$(/

!

方法
!

首先对全体参加本次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进行严

密的肠道寄生虫感染流行病学调查培训#统一调查方法和标

准+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F

版&-的要求#采用粪便

收集专用标本盒采集小学生新鲜粪便标本$每例约
')

1

&并编

号+按照,全国土源性线虫病监测方案-的要求#采用改良加滕

氏涂片法逐一进行肠道寄生虫检查+每份标本共涂片
&

张进

行镜检+同一小学生感染
%

种及以上寄生虫时#判为混合感

染#统计感染人数为
'

例+同时向接受调查的小学生发放并指

导填写调查表#填写完成后收回调查表+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0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肠道寄生虫感染总体情况
!

该小学在校生共计
%'3

例#

实际接受调查
'E&

例#调查率为
E'()FX

+在接受调查的
'E&

例中#

0)

例经检查确定为肠道寄生虫感染#总感染率
%0(E'X

$

0)

"

'E&

&+感染者中#

&E

例感染
'

种肠道寄生虫$即单虫感

染&#单虫感染率
%)(%'X

$

&E

"

'E&

&%

''

例同时感染
%

种及以上

肠道寄生虫$即混合感染&#混合感染率
0(3)X

$

''

"

'E&

&+混

合感染者中#

')

例同时感染
%

种肠道寄生虫$即双重感染&#双

重感染率
0('RX

$

')

"

'E&

&%

'

例同时感染
&

种肠道寄生虫$即

三重感染&#三重感染率
)(0%X

$

'

"

'E&

&+双重感染以蛔虫"鞭

虫混合感染率最高+云南省某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肠道寄生

虫感染情况见表
'

+

/(/

!

感染肠道寄生虫的种类
!

在
0)

例肠道寄生虫感染者中#

(

%E%%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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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蛔虫*鞭虫*钩虫和粪类圆线虫共计
F

种肠道寄生虫#其中

以蛔虫感染最为多见#感染率
'E('3X

$

&3

"

'E&

&%其次是鞭虫

感染#感染率
E(RFX

$

'E

"

'E&

&%第
&

位是钩虫感染#感染率

%()3X

$

F

"

'E&

&%粪类圆线虫感染率最低#为
'(00X

$

&

"

'E&

&+

表
'

!!

云南省某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肠道寄生虫

!!!

感染情况$

( '̂E&

&

感染类型
(

感染率$

X

&

单虫感染

!

蛔虫
%3 &(EE

!

鞭虫
E F(**

!

钩虫
% '()F

!

粪类圆线虫
' )(0%

双重感染

!

蛔虫"鞭虫
R F('0

!

鞭虫"钩虫
' )(0%

!

蛔虫"粪类圆线虫
' )(0%

三重感染

!

蛔虫"钩虫"鞭虫
' )(0%

/('

!

肠道寄生虫感染年龄分布
!

在各年龄段学生中#

R

#$

E

岁年龄段学生感染率最高#但各年龄段学生间感染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F3R

#

!

%

)()0

&#见表
%

+

表
%

!!

云南省某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肠道寄生虫

!!!

感染年龄分布

年龄$岁&

(

感染例数$

(

& 感染率$

X

&

*

#$

3 R & &3(0)

3

#$

R '% F &&(&&

R

#$

E 'R R FF(FF

E

#$

') %R R %R(03

')

#$

'' &F R %&(0&

''

#$

'% &F 3 %)(0E

'%

#$

'& %% R &*(&*

'&

#

'F &3 F ')(R'

合计
'E& 0) %0(E'

/(1

!

肠道寄生虫感染性别分布
!

女生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较男

生略高#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E

#

!

%

)()0

&#见

表
&

+

表
&

!!

云南省某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肠道寄生虫

!!!

感染性别龄分布

性别
(

感染例数$

(

& 感染率$

X

&

男
')R %* %F()3

女
R0 %F %R(%F

合计
'E& 0) %0(E'

/(2

!

肠道寄生虫感染民族分布
!

在各民族学生中#以哈尼族

小学生感染率最高#苗族次之#瑶族第三#汉族第四#彝族未见

感染者#不同民族学生间肠道寄生虫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E'

#

!

$

)()0

&#见表
F

+

表
F

!!

某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

!!!

民族分布

民族
(

感染例数$

(

& 感染率$

X

&

哈尼族
&& '* FR(FR

汉族
3 ' 'F(%E

苗族
0E '3 %R(R'

瑶族
E% '* '3(&E

彝族
% ) )())

合计
'E& 0) %0(E'

'

!

讨
!!

论

!!

云南省滇南地区某少数民族自治州与越南交界#属热带季

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
'RW

#年降雨量
%&&)""

#自然条件适

宜于多种肠道寄生虫的繁殖#尤其是土源线虫+加之该地区经

济*医疗卫生水平低#居民卫生知识贫乏#也缺乏良好的卫生习

惯#导致该地区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较高+本次调查发现#该地

区小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率为
%0(E'X

#高于原国家卫生部

%))0

年在,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感

染率$总感染率
'E(0*X

#其中钩虫
*('%X

*蛔虫
'%(3%X

*鞭虫

F(*&X

&

'

'

)

#也高于江苏'

%

)

*黑龙江'

&

)

*新疆'

F

)等地区的感染率+

人群肠道寄生虫感染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发展水平

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该地区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较高#可能

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居民生活水平较低有密切关系+本

次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小学生寄生虫感染率并未出现随着年

龄增长而降低的情况#说明该地区文化教育与居民健康意识并

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在不同民族小学生中#以哈尼族

学生感染率最高#可能与当地哈尼族人群生活习惯有一定的

关系+

调查发现该地区小学生寄生虫感染以蛔虫感染率最高#与

全国寄生虫感染情况一致%在混合感染中#以蛔虫"鞭虫混合感

染较为多见#甚至出现了
&

种寄生虫同时感染的情况+本次调

查还发现了
%

例致病性较强的粪类圆线虫感染#其中
'

例已经

出现重度贫血症状#体质明显下降#威胁到感染者的生命安全+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区需要对小学生进行集体驱虫治疗#

并加强卫生知识教育+

总之#肠道寄生虫感染具有虫种多*感染方式多*传播途径

简单等特点#是低年龄人群常见病之一#给小学生的生活*学习

和生长发育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0

)

+加强对包括中小学生在

内的重点人群肠道寄生虫感染的防控#对实现国家卫计委发布

的寄生虫病防治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提高小学生健

康水平的重要举措'

*

)

+本次调查表明#肠道寄生虫感染仍然是

严重危害该地区小学生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应加大对学校的公共卫生投入#同时积极引导当地居民

改善生活环境#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大力开展寄生虫病防治知

识宣传教育#每年有计划地开展集体驱虫治疗#从而切实降低

肠道寄生虫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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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组织的增殖+从上述现象来看#

5

"

U.4

%

转录因子具有比较

代表性的抑制癌基因特性#可以作为今后重点研究的方向+就

目前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

5

"

U.4

%

转录因子参与进肿瘤组织

的发生与发展#对于
5

"

U.4

%

转录因子的低表达以及过表达都

比较少'

')D''

)

+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综合分析结肠癌

组织中
5

"

U.4

%

的表达#并研究
5

"

U.4

%

的表达对结肠癌

!8FR)

细胞系侵袭性的影响#以期能够从中找到治疗结肠癌

患者的有效途径+

本文免疫组织化学法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在正常组织

中#

5

"

U.4

%

的低表达率为
*(%'X

%在结肠癌组织中#

5

"

U.4

%

的低表达率为
*3(RFX

#两组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通过构建
N

5/BC4D5

"

U.4

%

真核表达质粒#能够在短

时间内转染进
!8FR)

细胞中#在上述研究中之所以选择
N

5D

/BC4D5

"

U.4

%

真核表达质粒#其主要原因是是因为
N

5/BC4D

5

"

U.4

%

真核表达质粒自带绿色荧光蛋白#在经过转染后可以

直接通过荧光显微镜观察其转染效率#本文的相关研究结果显

示细胞划痕实验结果表明#

FRH

之后#低表达
5

"

U.4

%

的

!8FR)

细胞的迁移率为
0%(R3X

#过表达
5

"

U.4

%

的
!8FR)

细胞的迁移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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