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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郑州地区高中阶段学生结核菌素
检查结果及结核病发病情况调查

李瑞娜!任!伟
河南省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河南郑州:7$$$$

!!摘!要"目的!探讨#$#$<#$#5年郑州地区高中阶段学生结核菌素#̂ 8̂$检查结果及结核病发病情况%
方法!回顾性选取郑州地区!所高中#$#$"#$#5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各5$$$例作为研究对象!均进行 ^̂ 8皮
肤试验检查%比较#$#$年"#$#5年!所学校新生^̂ 8试验阳性"强阳性结果!不同性别新生^̂ 8试验阳性"强
阳性结果!比较!所学校不同性别新生 ^̂ 8阳性"强阳性结果%结果!#$#$年"#$#5年!所学校新生 ^̂ 8阳
性率"强阳性率及不同性别新生 ^̂ 8阳性率"强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H%$=$7$%但女生阳性及
强阳性率普遍高于男生%结论!学校应当加强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加强对高中新生的结核病筛查!防止结核病
在校园暴发流行!降低结核病的发病率!定期进行结核病知识的宣传!提高学生结核病的防治意识!可以有效控
制结核疫情的发展%

关键词"肺结核'!结核菌素'!传染病'!疾病防控
中图法分类号"C7# 文献标志码"0 文章编号"5"D#E6:77##$#!$57E##;:E$!

!!肺结核是主要发生在肺实质+气管+支气管和胸
膜的一种病变#结核分枝杆菌经常感染至肺部)5*(其
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发热+出汗+畏寒+纳差+消瘦等#其
中发热最常见#一般午后发热至!D=:_&!;=$_#可
能持续数周#部分患者伴有脸颊+手心+脚心潮热感#
初发肺结核患者很少出现呼吸困难#在伴有大量胸腔
积液+气胸时会有较明显的呼吸困难(肺结核无明显
的特异性临床表现#有些患者甚至无症状#仅在体检
时被发现#但肺结核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因此患有肺
结核的患者#应及时采取措施并进行治疗)#*(部分地
区受经济发展的限制#学生的体检工作无法良好落
实#不利于尽早在学生中发现肺结核患者#及时了解
中学生群体肺结核的发病流行学特征#制订预防及控
制感染的策略#提高学生群体的自我防护意识#有助
于减轻学生群体肺结核感染风险)!*(结核菌素
$̂ 8̂%试验是一种用于诊断结核病的方法#对诊断活
动性结核病和测定机体细胞免疫功能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郑州地区高中阶段学生 ^̂ 8
检查结果及结核病发病情况#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回顾性选取郑州地区!所高中

#$#$+#$#5年秋季入学新生各5$$$例作为研究对
象(#$#$年#0学校选取!#"例#其中男5D7例+女
575例#年龄5"&5;岁+平均$5"=6#h$=7"%岁&(学
校选取!!5例#其中男5D$例+女5"5例#年龄57&5;
岁+平均$5"=D:h$=!D%岁&3学校选取!:!例#其中
男5D$例+女5D!例#年龄57&5;岁+平均$5"="6h
$=::%岁(#$#5年#0 学校选取!#"例#其中男5D5
例+女577例#年龄5"&5;岁+平均$5"=D"h$=7D%
岁&(学校选取!!5例#其中男5";例+女5"!例#年龄
57&5;岁+平均$5"=D$h$="5%岁&3学校选取!:!

例#其中男5":例+女5D6例#年龄57&5;岁+平均$5"=
77h$=:6%岁(纳入标准!高一新生&非过敏体质者等&
排除标准!急性传染病者&急性中耳炎者等(本次研究
方案已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方法!对所有新生进行 ^̂ 8皮肤试验检查#
^̂ 8试剂每毫升含7$2b$国际 ^̂ 8单位%#在受试者
左前臂内侧5"!处#使用D$>&D7>乙醇皮肤消毒后
皮内注射$=5@A^̂ 8试剂#注射后观察D#.#测量
并记录硬结的横径和纵径#并以毫米为单位(注射部
位无反应或硬结平均直径'7@@为阴性#7@@&'
57@@为阳性#硬结直径&57@@#或'57@@#但局
部出现水泡+坏死+淋巴管炎为强阳性(
$='!观察指标!$5%比较!所学校新生 ^̂ 8试验阳
性+强阳性结果&$#%比较不同性别新生 ^̂ 8试验阳
性+强阳性结果&$!%比较!所学校不同性别新生 ^̂ 8
阳性+强阳性结果(
$=1!统计学处理!采用 V̂ VV##=$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3h5表示#两
组间比较采用9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
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以H'$=$7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5年!所学校新生 ^̂ 8试验阳性及强
阳性结果比较!0学校#$#$年阳性57例$:="5>%+
强阳性:例$5=#!>%##$#5年阳性#$例$"=5!>%+强
阳性 D 例 $#=57>%&( 学 校 #$#$ 年 阳 性 55 例
$!=!7>%+强阳性"例$5=;!>%##$#5年阳性55例
$!=!!>%+强阳性!例$$=65>%&3学校#$#$年阳性
5D例$:=6D>%+强阳性7例$5=:">%##$#5年阳性56
例$7=7D>%+强阳性"例$5=D">%&#$#$+#$#5年!所
学校新生 ^̂ 8阳性率及强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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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H%$=$7%(见表5(
/=/!#$#$+#$#5年不同性别新生 ^̂ 8试验阳性及强
阳性结果比较!#$#$年!所学校男性有效查验7$!
例#其中阳性#5例$:=5D>%+强阳性D例$5=!6>%#
#$#$年!所学校女性有效查验:6#例#其中阳性##
例$:=:D>%+强阳性;例$5="!>%&#$#5年!所学校
男性有效查验:6;例#其中阳性#:例$:=;#>%+强阳
性D例$5=:5>%##$#5年!所学校女性有效查验:66
例#其中阳性#"例$7=#5>%+强阳性6例$5=;$>%(
#$#$+#$#5年不同性别新生 ^̂ 8阳性率及强阳性率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H%$=$7%(
/='!!所学校不同性别新生 ^̂ 8阳性及强阳性结果
比较!0学校男性阳性5;例$7="5>%+强阳性!例
$$=6!>%#女性阳性5D例$7=57>%+强阳性;例$#=
:#>%&(学校男性阳性5#例$!=7;>%+强阳性:例
$5=56>%#女性阳性5$例$!=5$>%+强阳性7例$5=
77>%&3学校男性阳性57例$:=!7>%+强阳性D例
$#=$!>%#女性阳性#5例$"=#5>%+强阳性:例$5=
5;>%(!所学校不同性别新生 ^̂ 8阳性率及强阳性
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H%$=$7%(见表#(

表5!!#$#$##$#5年!所学校新生 ^̂ 8试验阳性#强阳性结果比较

学校
#$#$年

有效查验人数$(% 阳性)($>%* 强阳性)($>%*

#$#5年

有效查验人数$(% 阳性)($>%* 强阳性)($>%*

0 !#7 57$:="5% :$5=#!% !#" #$$"=5!% D$#=57%

( !#; 55$!=!7% "$5=;!% !!$ 55$!=!!% !$$=65%

3 !:# 5D$:=6D% 7$5=:"% !:5 56$7=7D% "$5=D"%

!# 5=":! 5=56; $=!;; 5=6$$ !=$7! 5=";$

H $=::$ $=7:6 $=;#! $=!;D $=#5D $=:!#

表#!!!所学校#$#5##$##年不同性别新生 ^̂ 8阳性结果比较

学校
男性

有效查验人数$(% 阳性)($>%* 强阳性)($>%*

女性

有效查验人数$(% 阳性)($>%* 强阳性)($>%*

0 !#5 5;$7="5% !$$=6!% !!$ 5D$7=57% ;$#=:#%

( !!7 5#$!=7;% :$5=56% !#! 5$$!=5$% 7$5=77%

3 !:7 57$:=!7% D$#=$!% !!; #5$"=#5% :$5=5;%

!# $=::7 5=":7 5=7"" $=::7 !=":D 5=76;

H $=;$5 $=:!6 $=:7D $=;$5 $=5"5 $=:7$

'!讨!!论
肺结核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当身体出现

病变或肺泡及其器官中的间质出现问题时会造成肺

结核#由于青春期学生学习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加上
睡眠不足等原因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因此学校是肺
结核发生的主要场所):*(由于肺结核发病之后症状
不明显#其与普通感冒症状比较相似#加上学生肺结
核防治知识欠缺#常常会延误疾病的诊断治疗#导致
肺结核在一个班级或宿舍持续传播(

^̂ 8试验可以通过慢性变态反应检查机体是否
感染过结核分枝杆菌#是进行卡介苗预防和接种检测
的最简便+有效的方法(^̂ 8试验呈现阳性表明机体
曾经感染过结核分枝杆菌#但未必一定患结核病#但
处于活动期检测出的强阳性#需要尽快做进一步检查
明确是否感染结核分枝杆菌)7E"*(临床认为^̂ 8具有
简单+准确+迅速的优点#广泛应用于结核病的诊断筛
查过程中(高中阶段正处于学业紧张+压力较大阶
段#学生课余活动时间有限#导致学生身体素质和免
疫力的下降#会促使一部分学生的 ^̂ 8结果从阳性
转为强阳性)D*(本研究结果显示##$#$年+#$#5年!
所学校新生 ^̂ 8阳性率+强阳性率及不同性别新生

^̂ 8阳性率+强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意义$H%
$=$7%#但女生阳性+强阳性率普遍高于男生(原因可
能在于#与女生相比较#男生户外活动时间更长#因此
免疫力更高#且长时间停留在不长通风的教室也会增
加 ^̂ 8试验阳性率);*(此外#相关研究表明#由于肥
胖会导致机体免疫力降低#会为结核潜伏感染提供契
机#因此肥胖也是众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重要因
素#学生应当适当减少压力#合理控制饮食#增加户外
锻炼的时间以保证合理的体质量#不仅可以提高自身
免疫力#也是预防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的有效途
径)6E5$*(针对肺结核疾病的预防措施#还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5%及时进行体检&对于来自结核病高发
地区的学生#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当定期进行体
检#学校应当建立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档案#对高度
怀疑有结核病的人员#应当到结核病定点医院进行详
细诊断及治疗($#%加强学校环境卫生管理&对教室+
学生公寓+图书馆等场所定期消毒#勤打扫+常通风#
保持室内干净整洁($!%加强结核病的宣传教育#学
校可适当开展健康教育+结核病防治知识讲座#在校
园宣传栏放置报纸+宣传册等帮助提高师生对结核疾
病的认识#增强结核病的防控意识($:%关心+爱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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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因咳嗽+咳痰+咯血或发热等疑似结核病的学
生#应当及时向学校及当地结核病医院报告#进行详
细检查(学校是高密集场所#一旦存在传染源#很容
易造成结核病传播流行的暴发#因此需要密切关注(
加强对结核病的防治措施#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有
助于防止结核病在校园中聚集流行)55E5#*(针对强阳
性学生#应当及时采取化学防御措施#阻止结核分枝
杆菌的进一步发生+发展#对可疑的结核学生应进行
及时治疗)5!*(学校也应当加强学生锻炼#增强体质#
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保证营养的合理摄入#提高自
身免疫力(

综上所述#学校应当加强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加
强对高中新生的结核病筛查#防止结核病在校园暴发
流行#降低结核病的发病率#定期进行结核病知识的
宣传#可以提高学生结核病的防治意识#有效控制结
核疫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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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循环管理降低肿瘤患者调强放疗摆位误差的有效性

赵本华5!付文荣## !王海云5!曹继宗5!惠!斌5

5=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放射治疗中心!陕西西安D5$5$$'#=空军军医大学
唐都医院放射诊断科!陕西西安D5$$!;

!!摘!要"目的!探讨应用 8̂30循环管理降低肿瘤患者调强放疗摆位误差的有效性%方法!选取#$#5年

5<5#月在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5#$例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干预方法将其分为常规
组和研究组!每组"$例%常规组予以常规干预!研究组在常规干预基础上予以 8̂30循环管理%比较两组占
机时间"护理质量及干预前后依从性"摆位误差%结果!干预后!研究组总依从率#6"="D>$高于常规组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7$'研究组定位占机时间与摆位占机时间均短于常规组!且研究组干预
后f"̀ "a轴上摆位误差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7$'研究组护理质量得分明显高于常规组
#H'$=$7$%结论! 8̂30循环管理应用于肿瘤患者调强放疗摆位误差中效果突出!可提高依从性!缩短定位
与摆位占机时间!有效降低摆位误差%

关键词"̂830循环管理'!肿瘤'!调强放疗'!依从性'!占机时间'!摆位误差
中图法分类号"C:D!=D! 文献标志码"0 文章编号"5"D#E6:77##$#!$57E##;"E$:

!!调强放疗是治疗肿瘤的一种常用手段#既能精确
照射肿瘤靶区#又能尽可能保护正常器官与组织#从

而有效提高肿瘤控制率#降低放射并发症发生率)5E#*(
但调强放疗中不可能避免存在摆位误差#使肿瘤靶区

'";##' 检验医学与临床#$#!年;月第#$卷第57期!A*O1IN3F-/!0J?JL+#$#!!Y'F=#$!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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