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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宝安区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状况调查分析
阳 建 1，余赛红 1 ，刘爱胜 2

(1.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 深圳 518104；

2.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 深圳 518109)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宝安区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状况并分析其危险原因，为宣传和预防梅

毒知识，加强男女婚前梅毒检测的必要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随机抽查本区工厂、工地及车站等劳务工人员

共5 183例，采集受检者静脉血3~4 ml，采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方法进行梅毒抗体初筛，对筛选出

的阳性标本再用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和化学发光免疫法同时进行确诊，结合临床资料和流行病学综

合判断梅毒感染。结果 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总感染率为2.9%(148/5 183)，其中男性2.0%(41/2 062)，女性

3.4%(107/3 121)，男女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工厂为2.6%(75/2 857)，工地为3.1%(42/1 342)，车站

为3.2%(31/984)，工地和车站场所梅毒感染率略高于工厂，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0岁以上人群梅毒阳

性率明显高于30岁以下的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小学(3.3%)和初中(2.8%)文化层次的人群明显高于

高中及中专(1.8%)以上的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宝安区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率比较

高，应加强梅毒危害及预防相关知识的宣传，提倡和加强必要的婚前检测，减少或杜绝婚后夫妻互相传播及先天

性梅毒婴儿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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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syphilis infection status in unmarried ordinary labors in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YANG Jian 1, YU Sai-hong 1, LIU Ai-sheng 2. 1.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hajing People's Hospital
of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Shenzhen 518104, Guangdong, CHINA; 2.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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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yphilis infection status in unmarried ordinary labors in Bao’an Dis-

trict of Shenzhen, an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and preventing syphilis

knowledge, and strengthening the necessity of premarital syphilis det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5 183 labors from

factories, construction sites and station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3~4 ml of venous blood of each respondent was

collected, and toluidine red unheated serum test (TRUST) was employed to detected the early syphilis antibody in se-

rum. The positive sera screened out were subjected to further 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al assay (TPPA) and chemilu-

minescence immunoassay (CLIA). Diagnosis of syphilis infection was made by combining with clinical and epidemio-

logical data. Results The total infection rate of syphilis of unmarried ordinary labors was 2.9% (148/5 183), with

2.0% (41/2 062) for males and 3.4% (107/3 121) for females.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P<0.05). The total infection rate was 2.6% (75/2 857) in factories, 3.1% (42/1 342) in construc-

tion sites, and 3.2% (31/984) in stations, which was slightly higher in construction sites and stations than factories

(0.5%~0.6%), with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positive rate of syphilis in people over 30 years

old (3.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eople under 30 years old (2.7%),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positive rate of people of elementary school (3.3%) and junior high school (2.8%) was signif-

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igh school and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1.8%),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fection rate of syphilis of unmarried ordinary labors in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is relatively high.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yphilis harm and prevention knowledge propaganda, promote and

strengthen the necessity of premarital syphilis detection,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mutual spread in married couple

and babies born with congenital syph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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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苍白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性传

播疾病，流行形势十分严峻[1]，它可侵犯皮肤、黏膜及

其他多种组织器官，可有多种多样的临床表现，病程

中有时呈无症状的潜伏状态，病原体也可以通过胎盘

传染给胎儿而发生先天性梅毒(TP)。近年来其发病

率有上升趋势。普通劳务工由于文化素质低、梅毒危

害及预防相关知识淡薄及安全意识缺乏，生活枯燥无

聊，处于性活跃阶段，易被传染梅毒。为了解深圳宝

安区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的梅毒感染情况，为今后宣

传和预防梅毒提供帮助，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

我们对本区的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状况及

危险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患者知情同意、自愿接受

检测与诊疗的原则，随机抽取深圳宝安区工厂、工地

及车站共5 183例，其中男性2 062例，年龄14~37岁，

平均 28.6 岁；女性 3 121 例，年龄 16~32 岁，平均 22.8

岁。经B超、X线及心肾功能检查，均无异常。

1.2 试剂 美国雅培 ARCHITECT-i2000SR 全

自动免疫分析仪及配套检测试剂、校正品及质控品均

由雅培公司提供；TRUST及TPPA试剂均由深圳疾病

控制中心提供，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DTS-2型微

板振荡器由上海博迈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3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静

脉血3~4 ml于干净的干燥试管内，静置1 h后分离血

清待分析，不能及时检测的按标本要求贮存，测定前

取出复温后再行测定。所有操作均严格按仪器及试

剂说明书进行，待室内质控在控的情况下，才能发出

报告，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先对血清标本进行

TRUST梅毒抗体初筛，阳性标本再行TPPA和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进行确诊。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场所的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

情况 工地和车站的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

率略高于工厂组，两者感染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62，1.79，P>0.05)，见表1。

2.2 不同年龄的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

情况 30岁以上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率明

显高于 30岁以下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73，P<

0.05)，30岁以下各组普通劳务工人群之间阳性检出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不同文化层次的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

感染情况 小学和初中文化素质的普通劳务工梅毒

感染率明显高于高中及中专文化人群，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3.62，7.06，P<0.05)，见表3。

2.4 不同性别的未婚普通劳务工梅毒感染情

况 本区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总感染率为2.9%

(148/5 183)，其中男性为2.0%(41/2 062)，女性为3.4%

(107/3 121)，不同性别人群感染梅毒阳性率之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6.25，P<0.05)，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3 讨 论

梅毒螺旋体(TP)感染所致梅毒是一种常见的慢

性性传播疾病，是性传播疾病中危害最严重的一种，

病程较长且后果严重，易导致全身性损害及病变可累

及全身多个器官与组织，临床症状多种多样，病毒在

中国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TP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

的，偶见间接传播，如输血、感染的医疗器械、衣物、食

具、浴池等。人是唯一宿主，患者及病毒携带者是主

要的传染源[2]，也可通过胎盘传播，引起胎儿宫内感

染，造成流产、死胎、早产或胎传梅毒等不良影响。

TP感染潜伏期患者无临床表现，仅梅毒血清反应阳

性。因此，提倡和加强未婚成年人早期检测和预防梅

毒有利于疾病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对预防、控制婚

后梅毒疫情、降低母婴传播率、确保优生优育和母婴

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不同场所的普通劳务未婚男女感染梅毒结果

显示，本区工地和车站人群梅毒感染率略高于工厂人

群，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工地和车站务工

表1 不同场所的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情况

场所

工厂

工地

车站

例数

2857

1342

984

梅毒阳性例数

75

42

31

阳性检出率(%)

2.6

3.1a

3.2a

注：与工厂组比较，aP>0.05。

表2 不同年龄的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情况

年龄(岁)

<20

20~25

26~30

>30

例数

395

2173

1967

648

梅毒阳性例数

9

58

56

25

阳性检出率(%)

2.3

2.7

2.8

3.9a

注：与其他年龄组比较，aP<0.05。

表3 不同文化层次的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感染情况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中专

例数

1762

2687

734

梅毒阳性例数

59

76

13

阳性检出率（%）

3.3a

2.8b

1.8

注：与其他组比较，aP<0.05；与高中及中专组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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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群工作环境差，流动性大，工作自由，傍晚后不用

加班，住宿条件差，缺乏娱乐条件而倍感孤独寂寞等

原因而易导致发生性行为的情况较多有关。而工厂

内工作相对比较固定，还常要加班，而且生活娱乐相

对比较丰富，厂里宿舍管理也相对比较严等诸多因素

而导致工厂人群感染梅毒的机会相对低。

从感染者年龄构成来看，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在

18~37岁之间，这些人都处于性活跃期，且绝大多数

为流动人口。30岁以上的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

感染率明显高于30岁以下各人群，与叶映丹等[3]报道

的一致。这可能与30岁以上的普通劳务工未婚成年

人在社会上工作的时间长，更加孤独，性渴望强烈，而

且性需求处于性极度旺盛期，更易发生性行为，性伴

侣相对较多。同时普通劳务工工作期间受感染，感染

早期并无明显症状，也很难被察觉，经济状况及潜在

意识又不允许定期进行体格检查，潜伏感染或显性感

染而得不到及时诊断和治疗[4]，结果导致梅毒广泛反

复传播等有关。

从不同文化层次的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感染梅

毒结果显示，小学的人群感染梅毒阳性率为 3.3%，

初中为 2.8%，明显高于高中及中专人群(1.8%)，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萍萍等 [5]报道的一致。

这主要与这群人的自身文化素质特低，对梅毒危害

及预防的相关知识缺乏，性知识和性活动的安全防

范意识淡薄，甚至全不知晓；同时这部分人群经济

收入少，而且辛苦，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容易受金钱

的诱惑，加上受一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被坏人

欺骗、引诱甚至胁迫等等从事不良性行为等[6]有关，

预防少、性行为频繁、性伴侣杂乱是导致这群人感

染梅毒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应加强相关健康知

识的宣传，积极推广使用安全套，尽量避免不安全性

行为。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区普通劳务工未婚男女梅毒

总感染率为 2.9%，其中女性(3.4%)多于男性(2.0%)，

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除了与女

性生殖系统、生理解剖特征、容易受到梅毒螺旋体感

染等 [7]有关外，还与深圳宝安区是一个经济开发地

区，流动人口特多，大多数没有相对固定的家，以单身

在外打工为主，而且处于性活跃阶段，贫富相差大，经

济诱惑力极大，有一部分女性经不起经济诱惑而兼职

做起性交易活动，性伙伴多，次数频繁，加上个人的文

化素质低，对梅毒的危害及预防知识全然不晓，缺乏

安全意识等一系列因素有关。因此，我们必须更加

注意对这一层次的社会人群进行梅毒危害及预防

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她们的卫生知识水平和

自我保护意识，杜绝这部分人群在梅毒传播过程中

起到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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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与患者满意度的相关性调查
庞 伟，何丽琴，陈智伟

(中山市南朗医院普通内科，广东 中山 528451)

【摘要】 目的 调查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态，并探讨其与患者满意度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我市24所基层

医院的医生60名和护士100名，通过SCL-90、SDS、SAS评分系统对医护人员心理状态进行评分，分析医护人员

SAS与SDS评分之和与患者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医生SCL-90评分与国内常模比较，其中有6项明显

高于国内常模水平(P<0.05)。护士SCL-90评分与国内常模比较，有4项明显高于国内常模水平(P<0.05)。医生

与护士比较，人际敏感、抑郁、敌意方面明显高于护士(P<0.05)，而在躯体化、焦虑及恐惧方面则明显低于护士(P<

0.05)。医生的SDS程度明显高于护士，而SAS程度显著低于护士(P<0.05)。医生及护士的SAS、SDS之和与患者

相应满意度呈明显的负相关性。结论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与患者满意度息息相关，加强关怀医护人员的身

心健康，可以提高患者满意度。

【关键词】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患者满意度；症状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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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staff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PANG Wei, HE Li-qin, CHEN Zhi-wei.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Nanlang Hospital of Zhongshan
City, Zhongshan 52845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staff, and obser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Methods Sixty doctors and 100 nurses from 24 Basic hospital of our city were selected.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was investigated though SCL-90, SDS, SAS,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score (SDS

and SA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observed. Results In the appraisals of SCL-90 between doctors and domestic

conventional model, there are 6 item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 level (P<0.05). In the appraisals of

SCL-90 between nurses and domestic conventional model, there are 4 item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 level (P<0.05). Comparison between doctors and nurse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doctors in interpersonal sensi-

tivity, depression and hostilit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urses (P<0.05),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ne of nurses in somatization, anxiety, fear (P<0.05). The degree of doctors' SD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ne of

nurses',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urses in SAS degree, P<0.05.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otal

staff score (SDS and SA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

tient satisfaction and staff psychological health. If patient satisfaction is expected to improve, it's necessary to take hu-

manistic care for staff psychological health.

【Key words】 Staff psychological health; Patient satisfaction; SCL-90; SDS;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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