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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禅城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结果分析
庞倩雄，邹远华

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结防科，广东 佛山 528000

【摘要】 目的 分析本地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发病和结核菌潜伏感染情况，为活动性肺结核密

切接触者筛查、随访监测和健康促进提供依据。方法 对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确诊的

375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登记和筛查，对获得的数据利用SPSS21.0软件进行分析，了解本地区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基本情况。结果 共筛查830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发现活动性肺结

核患者10例，检出率为1.20%；涂阴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和关系为非家属的密切接触者均有检出病例，分别为

2例和1例；检出病例中无可疑肺结核症状者5例，占50%。其中接受结核菌素纯蛋白衍化物试验282例，阳性123

例，潜伏感染率为43.62%，强阳性46例，强阳性率为16.31%；不同户籍、患者涂片情况和不同年龄的密切接触者结

核菌素纯蛋白衍化物试验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户籍和不同年龄的密切接触者结核菌素

纯蛋白衍化物试验强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发病率高

于普通人群，是结核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加大健康宣教力度，全面开展密切接触者检查，有针对性地对结核菌潜伏

感染阳性的人群进行随访监测等干预措施，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有效控制结核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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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and analysis of close contacts of patients with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Chancheng District,
Foshan City. PANG Qian-xiong, ZOU Yuan-hua. Foshan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Foshan 528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cidence and latent infection of tuberculosis bacteria in the close con-

tacts of active tuberculosis patients in Chancheng District, Foshan City,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screening, follow-up

monitoring and health promotion of the close contacts of active tuberculosis patients. Methods Close contacts of 375

active tuberculosis patients diagnosed in Foshan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6 to December 2017 were

registered and screened. The data obtained were analyzed by SPSS softwar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close

contacts of active tuberculosis patients. Results A total of 830 close contacts of active tuberculosis patients were

screened, and 10 patients with active tuberculosis were found, with the detection rate of 1.20%. Two cases of tuberculo-

sis were detected from close contacts of patients with smear-nega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1 case was detect-

ed from close contacts of non-family members. Among the contacts detected, 5 cases were found with no suspicious

tuberculosis symptoms, accounting for 50%; 282 cases received tuberculin pure protein derivation test, 123 of which

were positive, with the latent infection rate of 43.62%, strong positive rate of 16.31% (46/282). The positive rates of

pure protein derivatives test of tuberculin in close contacts of different ag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mear status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trong positive rate of

pure protein derivative test of tuberculin among close contacts of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different ages

(P<0.05). Conclusion Close contacts of active tuberculosis patients has higher incidence of tuberculosis than the gen-

eral popul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health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close contacts should be examined in an

all-round way, follow-up and monitor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among people with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self-protection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pread of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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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长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慢性传染病，

以肺结核较为常见。目前随着耐多药结核的出现、结

核菌艾滋病病毒双重感染和人口流动性加大，结核病

的疫情变得更加严峻，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结核

病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主要经呼吸道传染，在人口

密集和通风不良的地方容易传播，患者的家属和一起

工作的同事或室友，这些人和患者接触时间较多，暴

露在结核菌的环境时间较长，吸入结核菌的机会较

多，其感染和发病的风险明显高于一般人群。为了解

本地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的结核病的发

病及结核菌潜伏感染情况，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登记和

筛查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年 11月至 2017年 12

月在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结核科按诊断标准

(SW-288-2008) [1]确诊的 375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

密切接触者作为研究对象，包括患者的家庭成员、邻

居、同办公室或同宿舍的同事等，均纳入检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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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对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

进行结核病检查，发现结核病患者。15岁以上成年人

检查内容：结核病可疑症状筛查、胸部影像学检查、结

核菌素纯蛋白衍化物试验(PPD试验) (以自愿为原则)

和痰涂片显微镜检查(肺结核可疑症状及胸片异常

者)；0~14岁儿童检查内容：结核病可疑症状筛查、PPD

试验(必检)、胸部影像学检查(肺结核可疑症状或结核

菌素试验强阳性者)和痰涂片显微镜检查(肺结核可疑

症状及胸片异常者)。(2)对接受结核菌素纯蛋白衍化

物试验的接触者的感染情况进行数据分析，了解本地

区潜伏感染情况。根据结核感染判断标准，在卡介苗

接种地区，以硬结平均直径≥10 mm者为阳性，硬结平

均直径≥15 mm或局部出现双圈、水泡、坏死及淋巴管

炎者为强阳性。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活动性肺结核检出情况 共筛查 375 例确

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830例，接受PPD

试验检查 282例，共检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10例，检

出率为 1.20%，其中检出涂阳患者 1 例，涂阴患者 9

例。10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只有 5例患者有咳嗽、

咳痰和胸痛等其他的肺结核可疑症状，其余 5例均没

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无可疑症状占比50%。各密切接

触者活动性肺结核检出情况见表1。

2.2 结核菌潜伏感染情况 接受PPD试验的密

切接触者共 282 例，结果阳性 123 例，潜伏感染率为

43.62%；本地户籍感染率高于外地户籍感染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40~60岁组感染率最高，>60岁

组感染率最低，各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涂阳患者密切接触者潜伏感染率高于涂阴患者

密切接触者潜伏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性别和与患者关系是否为家属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PPD试验结果强阳性 46例，强阳性率为

16.31%；本地户籍高于外地户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40~60 岁组强阳性率最高，达 26.51%，年龄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特征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各接触者特征结核菌潜伏感染

情况见表2。

表2 不同密切接触者的PPD试验阳性率比较[n=282，例(%)]

项目

性别

男

女

户籍

本地

外地

年龄(岁)

<15

15~39

40~60

>60

患者痰涂片情况

涂阳

涂阴

与患者关系

亲属

非亲属

例数

138

144

92

190

95

83

83

21

164

118

270

12

PPD试验阳性(n=123)

59 (42.75)

64 (44.44)

48 (52.17)

75 (39.47)

30 (31.58)

38 (45.78)

51 (61.45)

4 (19.05)

82 (50.00)

41 (34.75)

114 (42.22)

9 (75.00)

χ2值

0.08

4.07

21.64

6.49

3.78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PPD试验强阳性(n=46)

20 (14.49)

26 (18.06)

22 (23.91)

24 (12.63)

5 (5.26)

19 (22.89)

22 (26.51)

0 (0)

27 (16.46)

19 (16.10)

44 (16.30)

2 (16.67)

χ2值

0.66

5.78

21.54

0.01

0.13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表1 不同密切接触者活动性肺结核检出情况(例)

接触者特征

性别

男

女

户籍

本地

外地

年龄(岁)

<15

15~39

40~60

>60

患者痰涂片情况

涂阳

涂阴

与患者关系

亲属

非亲属

受检人数

(n=830)

372

458

252

578

114

334

299

83

553

277

796

34

活动性肺结核

检出数(n=10)

5

5

4

6

0

5

5

0

8

2

9

1

活动性肺结核

检出率(%)

1.34

1.09

1.59

1.04

0

1.50

1.67

0

1.45

0.72

1.13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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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筛查结果显示，本地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
触者检出率为 1.20%，明显高于 2010年全国第五次结
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1]：15岁及以上人群活动
性肺结核的患病率为459/10万，2015年禅城区活动性
肺结核报告发病率为 62.84/10 万 [2]，活动性肺结核患
者密切接触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是结核
病的高危人群。本研究中，密切接触者患病年龄均
在 15~60岁，这类人群日常生活与家庭成员接触频繁、
参与社会活动较为活跃。这跟肺结核的发病与日常生
活工作的接触时间和频次有关相吻合，与患者密切接
触的时间长、频次多，尤其在近距离接触患者时，容易
直接吸入患者咳出的飞沫受到感染。过去认为涂阴肺
结核患者传染性较少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在本研
究中发现了涂阴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发病2例，显示
其在结核病的流行传播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体，作
为结核病的高危人群之一，涂阴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
者也应该同样引起关注，也应列入到筛查对象中。同
时值得注意的是经筛查检出的10例患者中只有5例初
筛有咳嗽、咳痰和胸痛等其他肺结核可疑症状，其余5

例没有肺结核可疑症状，如果只是对有可疑症状的密
切接触者进行相关结核病检查，在本研究中可能会漏
掉50%的患者。2010年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
样调查报告显示发现的肺结核患者中，无肺结核症状
者占43.1%[1]。因此，涂阴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和无
症状密切接触者的检查也是密切接触者筛查工作的重
要环节，不应只局限于有症状的涂阳肺结核密切接触
者。全面开展密切接触者胸部影像学和痰涂片等结核
病相关检查，能够更早、更多地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
者，是更有效的早期发现结核病患者的手段。

虽然 PPD 试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卡介苗接种以
及免疫状态的影响，但卡介苗保护力仅维持5~10年[3]，
而且目前新的检测技术 T-SPOT.TB试验成本较高，限
制了其广泛使用，所以目前仍是以PPD试验作为潜伏
感染的主要检测手段。本研究活动性肺结核密切接
触者潜伏感染率为 43.62%，强阳性率为 17.02%，涂阳
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感染率高于涂阴肺结核患者
密切接触者感染率，这与涂阳肺结核患者的传染性较
强一致，与涂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后，发生感染的
可能性较高。本研究结果显示，15~60岁年龄段接触
者的潜伏感染率和强阳性率较高，也是本研究检出病
例的主要人群来源，这类人群生活及工作压力较大，
与社会接触更多，是宣教及监测的重点对象。<15岁
儿童的潜伏感染率为31.58%，与国内其他研究[4-5]结果
相近，儿童机体免疫功能发育尚未完善，抵抗力相对
较低，危险性更高，因此应加大经费投入，提供有效的
措施保护患病风险更高的儿童[6]。本地户籍接触者的
感染率高于外地户籍接触者，这可能与本地居民以亲
属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接触更为密切有关，显示应加强

本地居民的监测和健康宣传工作。
本研究中，有1例非家属密切接触者检出病例，而

且家属与非家属在感染方面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提
示筛查不应只局限于家庭成员。在干预抗结核传播
时，应考虑接触者与患者接触的密切程度，不应忽略传
染源对家属外的其他社会人群的危害性。随着社会人
群间交往日益频繁和流动性增大，患者与同事、同学、
朋友和邻居等非亲属人群接触更为密切，同样要引起
足够重视。本研究密切接触者筛查大部分来源于家
属，非家属研究纳入样本量偏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
究结果的精确性，原因可能是大部分肺结核患者不愿
意透露非家属人群的信息，担心被工作单位知道自己
患病而丢失工作、失去经济来源[7]，担心受到别人的歧
视和误解而刻意隐瞒病情，非亲属间的传播更具有隐
蔽性，大大增加了肺结核的防控工作的难度。在今后
的防控工作中，应探索如何同时兼顾患者的隐私权与
接触者知情权，更大范围地开展肺结核密切接触者筛
查工作，有效防止非亲属密切接触者的相互传播。

为实现终止结核病的目标，2018年全球结核病报
告建议要关注感染和发病风险最高的易感人群[8]。如
果肺结核患者不能被全面、及时发现，即使结核病治疗
取得良好的效果，肺结核的疫情仍将持续蔓延。活动
性肺结核密切接触者是发病和感染的高危人群，现时
筛查重点主要放在涂阳肺结核患者或有可疑症状的家
庭密切接触者。随着防控工作的深入发展，建议接触
者的检查对象应覆盖全接触者人群，有针对性地加大
健康宣教力度，增强民众主动筛检意识，全面落实展开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的结核病筛查工作。及
早的发现并治疗高发病率人群的潜伏结核感染，可降
低结核病发病风险以及发展成为活动性结核病后的传
染性[9]。但目前我国潜伏感染人群大、成本较高、可接
受性差、治疗管理困难等原因，限制了结核分枝杆菌感
染者预防性治疗策略的扩展[10]。在没有全面开展预防
性治疗策略的地区，动态观察活动性肺结核病人的密
切接触者是早期发现潜伏结核感染者和肺内有潜伏病
灶而无自觉症状患者的重要手段[11]，尤其是对长期与活
动性肺结核患者有接触且潜伏感染阳性的人群应该进
行重点关注，进行定期的追踪随访监测等干预措施，使
高危人群在面对肺结核传染源时做好基本的健康防
护。因此，建立全面有效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
触者筛查机制，加大经费投入，提高密切接触者受检
率，监测潜伏结核感染者，最大限度地早期发现更多的
患者，对有效控制结核病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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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上皮内瘤变与宫颈癌患者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韩巍 1，吴霞 2，安竹青 1

1.西安市未央区中医医院妇产科，陕西 西安 710016；
2.西安市莲湖区社区服务中心，陕西 西安 710016

【摘要】 目的 分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与宫颈癌患者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情况。方法 选取2014

年5月至2017年3月间西安市未央区中医医院妇产科诊治的360例CIN及80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

均进行宫颈标本内HPV亚型检测，观察CIN与宫颈癌患者不同HPV亚型分布情况，比较CIN与宫颈癌患者单一及

多重HPV感染、低危型及高危型HPV检出情况。结果 CIN患者中HPV阳性率为90.3%，宫颈癌患者中HPV阳性

率为86.3%；CIN与宫颈癌均以HPV16、HPV58亚型比例最高，宫颈癌患者HPV16亚型比例为62.5%，明显高于CIN

患者的4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IN和宫颈癌患者的单一感染率分别为66.9%和65.0%，其比例均显著

高于多重感染的 23.3%和 2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IN和宫颈癌患者的高危型HPV感染率分别为

76.4%和75.0%，其比例均显著高于低危型HPV感染的13.9%和1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IN

与宫颈癌患者的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率高，HPV16、HPV58亚型比例最高，并以单一感染为主，高危型HPV感染多

见，其中HPV16型感染与宫颈癌关系更密切。

【关键词】 人乳头瘤病毒；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癌；基因；宫颈肿瘤；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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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human papilloma virus infection in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and cervical cancer. HAN
Wei 1, WU Xia 2, AN Zhu-qing 1. 1.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Xi'an Weiyang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 710016, Shaanxi, CHINA; 2. Xi'an Lianhu District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Xi'an 710016,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papilloma virus infection in cervical in-

traepithelial neoplasia (CIN) and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From May 2014 to March 2017, 360 patients of CIN and 80

patients of cervical cancer i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Xi'an Weiyang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ll patients were tested for HPV subtypes in cervical specimens.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HPV subtypes between CIN and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as observed. Single and multiple

HPV infections, as well as detection of low-risk and high-risk HPV, were compared between CIN and cervical cancer pa-

tients.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HPV was 90.3% in CIN patients and 86.3%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The

proportion of HPV16 and HPV58 subtypes was the highest in both CIN and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HPV16 subtype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62.5%)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IN patients (46.7%), P<

0.05. The single infection rates were 66.9% in CIN patients and 65.0%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hich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e multiple infection rates (23.3% and 21.3%, P<0.05). The high-risk HPV infection rates of CIN and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ere 76.4% and 75.0% ,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low-risk

HPV infection (13.9% and 11.3%, respectively),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infec-

tion rate of HPV16 and HPV58 subtypes was the highest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and cervical

cancer, and single infection was dominant. High-risk HPV infection was more common, among which HPV16 infection

wa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cervical cancer.

【Key words】 Human papilloma virus;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Cervical cancer; Genes; Cervical neo-

plasms;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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