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国内外同行的研究结果相似[ 6 , 7] ,本

研究显示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具有良好的远

期效果 ,第一针后 11 年内无加强免疫的必

要 ,至于何时加强 ,尚有待于进一步的随访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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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例性病监测疫情分析

贾彦如1　赵兰风2　张秀俊3

　　为了及时掌握榆次市的性病流行动态 , 对 1997

年全市性病疫情进行了流行病学分析 ,现报告如下。

一 、资料分析:资料来源于榆次市各级医疗单位

性病疫情报告卡。 ①发病情况:1997 年 1 ～ 12 月共

计报告 234 例性病。其中梅毒 15 例 , 占6.41%, 淋

病 103 例 , 占44.02%, 尖锐湿疣 81 例 , 占34.62%,

非淋菌性尿道炎 25 例 , 占10.68%, 生殖器疱疹 10

例 ,占4.27%。 ②人群分布 :男 179例 , 占76.5%,女

55 例 ,占23.5%, 男女之比为3.36∶1。 ③年龄:20 ～

49岁组 218 例 , 占93.16%, 其他年龄组 16 例 , 占

6.84%。 ④职业:工人 33 例 , 占14.10%;个体 67

例 ,占28.63%;供销员 15 例 , 占6.41%;农民 27 例 ,

占11.54%;司机 15 例 , 占 6.41%;无业 11 例 , 占

4.70%;干职员 32 例 , 占13.68%;饮服员 3 例 , 占

1.28%;学生 3 例 , 占1.28%, 其他 11 例 ,占4.71%;

不详 17 例 , 占7.26%。 ⑤文化程度:小学 20 例 , 占

8.55%;中学 186 例 , 占79.4%;大专以上 9 例 , 占

3.85%;不详 19 例 , 占8.12%。 ⑥婚姻状况:已婚

167 例 , 占71.37%;未婚 52 例 , 占22.22%;不详 15

例 , 占 6.41%。 ⑦患 者 来源:本 市 178 例 , 占

76.07% , 外地 3 3例 , 占 14.10 %;不详2 3 例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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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⑧传染来源:非婚性接触 182例,占77.78%;配

偶 22例 ,占9.40%;不详 30例 ,占12.82%。

二 、流行特点:①梅毒 、淋病 、尖锐湿疣 、非淋菌

性尿道炎和生殖器疱疹等 5 种性病均已出现 , 年发

病率为46.8/ 10 万。淋病居首 , 为20.6/ 10 万 , 其次

为尖锐湿疣(16.2/ 10 万), 非淋菌性尿道炎(5.0/ 10

万), 梅毒居第 4 位(3.0/ 10 万), 生殖器疱疹为2.0/

10万。梅毒危害性最大 , 目前主要流行的是一期和

二期梅毒。由于早期梅毒传染性大 , 如不及时治疗 ,

将对周围人群构成较大威胁 ,将出现晚期病例 ,危害

家庭和社会。 ②职业中干部 、职员病例增多 , 占到了

13.68%,对该人群应结合反腐倡廉 , 加强法制和性

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 ③性接触传染占到

87.18%,其中非婚性接触传染占77.78%, 配偶传染

占9.40%, 这说明婚前和婚外性乱情况严重 , 是造成

性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三 、防治对策:①大力开展性病防治知识的普及

教育 , 提高全民的防患意识 , 自觉抵制不良诱惑 , 洁

身自爱。 ②严厉打击卖淫嫖娼 、吸毒贩毒等丑恶活

动 ,以清除性病产生的温床。 ③加强性病防治的监

督管理 , 取缔游医门诊 , 规范社会办医和个体行医。

正规医院建议推行匿名治疗 , 以消除性病患者的畏

惧心态 , 吸引更多的患者都能到医院来 , 接受正规 、

合理的治疗 , 达到控制性病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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