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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组织胞浆菌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赵蓓蕾 ’ 印 洁 ` 夏锡荣 L 施 毅 , 穆守位 2 郑 雷 3

摘要 用组织胞浆菌素 ( H i s t o ly n 一 C 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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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和 F P D 在南京市调

查了 2 9 2 例当地 居民或留居者
,

发现组织胞浆菌素皮试 49 例 ( 1 6
.

78 % )阳性
,

阳性皮肤反应直径为

5
.

0一 2 3
.

0 ( 9
.

5 士 4
.

2 ) m m
,

其中正常人 阳性率为 1 5
.

10 %
,

肺部疾病病人 阳性率为 1 7
.

74 % ; P P D 皮

试 阳性率为 56
.

16 %
,

阳性反应直径为 5 一 5 0 ( 1 4
.

2 士 4
.

7) m m
,

其中正常人为 59
.

43 %
,

肺部疾病病

人为 5 4
.

3 0 % ; 两种皮试均为阳性者有 8
.

90 %
,

组织胞浆菌素皮试 阳性而 P P D 皮试阴性者为

7 8 8 %
。

结果表明南京地 区存在组织胞浆菌人群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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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胞浆菌病是 由组织胞浆菌感染引起

的一种致病性真菌病
,

主要流行于一些温带

国家
,

已知在 2 0 多个 国家流行
,

近年来许多

国家组织胞浆菌病的发病率上升
,

并且某些
·

以往认为是非流行区的国家或地区 目前也报

告有组织胞浆菌病 的小范 围流 行 [ `
一 3 ]

。

国

内存在组织胞浆菌 人群的感染 [’, ’ 〕
,

有散 发

病例报道
,

且病例数逐年增 多
。

本课题 用组

织胞浆菌素皮试的方法
,

调查 了部分南京本

地居民或在南京留居的部分人群中组织胞浆

菌感染情况
。

资料和方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呼吸科 2 10 0 0 2

安徽省场山县医院

南京陆军指挥学 院医院

一
、

调查对象
:

1
.

正常人
:

用抽签法随机选择在南京军

区南京总医院工作
、

学习的医务人员或学生

1 0 6 人
,

其中男性 3 0 例
,

年龄 19 一 3 9 ( 2 5
.

2 士

5
.

0 )岁 ; 女性 7 6 例
,

年 龄 15 一 2 8 ( 19
.

7 士

2
.

3) 岁
。

均已在南京市居住 1 年以上
,

平均

5
.

3 年
。

2
.

病人
: 1 9 9 6 年 10 月 一 1 9 9 7 年 12 月

南京军 区南京总 医院呼吸科住院病人 1 86

例
,

其中 男性 1 3 6 例
,

年龄 18 一 8 3 ( 5 0
.

1 士



2 16 C h i n J E P id e m i o l
,

A u g u s t 19 9 8
,

V o l
.

19
.

N o
.

4

1 7
.

6 )岁
;
女性 50 例

,

年龄 1 9 一 7 5 ( 4 8
.

4 士

1 6
.

9 )岁
。

病 人主要来源 于南京市 ( 109 例 )

和南京邻近市县 ( 50 例 )
,

其它依次 为安徽
、

浙江
、

福建和山东等省
。

所有肺癌病人均经

组 织 病 理 学 检 查 证 实
,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病

( C O P D )
、

肺炎和肺结核根据临床表 现和 X

线检查诊断
,

其它肺部疾病 (包括上呼吸道感

染
、

急性支气管炎
、

气胸
、

组织细胞增多症等 )

依据相应的诊断标准而诊断
。

所有调查对象

皆无出国史
。

二
、

材杆与方法
:

1
.

材料
:

( 1) 酵母相 一 组织胞浆菌素 ( IH
S )

:

商品

名 H i s t o l y n 一 C Y L
,

美 国 A L K / B e r k e l e y

L a bo r a t o r ie s 生产
,

批号 F 1 9
。

每瓶 1
.

3m l
,

0
,

l m l约为 1 3
.

5拼g
。

( 2 ) 人 型 一 结 核 菌 素 纯 蛋 白衍 化 物

( P P D )
:

北京高科生命科学技术开发公司生

产
,

批号 9 6 09
一 4 一 1

。
0

.

l m l 含结核菌素纯

蛋白衍化物 0
.

1拜g ( S IU )
。

( 3) 注射器
:

山东威海医用高分子制品总

厂生产 l m l 一次性塑料注射器
,

附带注射针

头
,

均一次性使用
。

2
.

方法

( 1 ) iH
s
皮试

:

75 % 酒精消毒后于右前臂

皮内注射 H IS 0
.

l m l
,

4 8 小时观察结果
,

最大

红肿硬结直径 ) s mm 为阳性
,

记录最大反应

直径和垂直直径
。

所有调查对象均 由一人注

射抗原并观察结果
。

( 2 ) P P D 皮试
:

注射于左前臂 皮内
,

方法

同前
,

48 一 72 小时观察结果
,

最大红肿硬结

直径 ) s m m 为阳性
。

( 3) 统计方法
:

计数资料以均数 土标准误

(于士
、
王)表示

,

组 间差异采用 t 检验或扩检

验
。

结 果

一
、

H is 皮试
:

各组 IH
S 皮试阳性数 (率 )

见表 1
。

4 9 例 H IS 皮试阳性 者
,

最大反应直

径为 5
.

0 一 2 3
.

0 ( 9
.

5 士 4
.

2 ) m m
,

垂直直径为

3 一 2 1 ( 9
.

0 士 3
.

9 ) m m
。

与 P P D 皮试 比较反

应直径较小 (尸 < 0
.

0 1 )
,

集中在 5 一 10 m m 区

域
。

不同病种 IH
S 皮试 阳性数 (率 ) 见表 2

。

不同来源的病人 H I S 皮试阳性结果 为 (阳性

数 /例数 )
:

南京市及其 邻近 市县 2 8 / 15 9
,

安

徽 3 / 19
,

浙江 1 / 6
,

福建 1 / 1
,

山东 O/ 1
。

表 1 各组 IH
S
与 P P D 皮试 阳性数 (率 )

病 人 正 常 人 合 计

性 别
例数

H t、
阳性

数 (率 )
例数 例数

H is 阳 性

数 ( 率 )

男性

女性

合计

`

:;
2 7 ( 19

.

8 5 )

6 ( 12
.

0 ( ) )

3 3 ( 17
.

7 4 )

I
) I ) I) 阳性

数 (率 )

7 6 ( 55
.

8 8 )

2 5 ( 50
.

0 0 )

川 l ( 5 4
.

3 ( ) )

::

H i s 阳性

数 ( 率 )

3 ( 10
.

0 0 )

13 ( 17
.

1 0 )

16 ( 1 5
.

1 () )

P P D 阳性

数 (率 )

19 ( 6 3
.

3 3 )

4 4 ( 5 7
.

8 9 )

6 3 ( 5 9
.

4 3 )

:::
3 0 ( 18

.

0 7 )

19 ( 15
.

0 8 )

4 9 ( 16
.

78 )

P P D 阳性

数 (率 )

9 5 ( 5 7
.

2 3 )

6 9 ( 5 4
.

7 6 )

16 4 ( 5 6
.

16 )

注
:

病 人与正常人 H i s
、

尸P D 皮试阳性率 比较
,

以及各组男
、

女性分 别比较均 P > 0
.

05
。

括号内数字为阳性率 ( % )
。

表 2 病人组不同病种 iH
s
与 P P D 皮试阳性数 (率 ) 二

、

P P D 皮 试
:

各组 P P D 皮 试 阳性 数

疾 病 例数
H 15

阳性 数 (率 )

肺 癌 5 ( ) 12 (

4,、ùn,ù日,j4,白,、肺结 核

月市 炎

(卜O P D

其它肺部疾病

6 ( 1 7
.

6 5

6 ( 1 3
.

9 5

5 ( 1 7
.

2 4

4 ( 1 3
.

3 3

P P D

阳性数 (率 )

2 3 ( 46
.

( ) ( ) )

22 ( 64
.

7 1 )

22 ( 56
.

16 )

17 ( 58
.

6 2 )

17 ( 56
.

6 7 )

注
:

各病 种 H
.、 、

P P D 皮试 阳性 率两 两 比较均 尸 > 。
.

05 ;

其中肺癌与肺结核病人 P P D 皮试 比较
,

尸 < 0
.

川
。

括号内数字为阳性率 ( % )

(率 )见表 l
。

16 4 例 P P D 皮试反应阳性者最

大反应直径为 5 一 5 0 ( 14
.

2 士 4
.

7 )m m
,

垂直

直径为 4 一 4 8 ( 1 2
.

7 士 4
.

9 ) m m
。

P P D 皮试反

应直径较大
,

集中在 10 一 ZOm m 区域
。

不同

病种 P P D 皮试阳性数 (率 )见表 2
。

两种皮试均阳性者 26 例 ( 8
.

90 % )
,

均阴

性者 10 6 例 ( 3 5
.

9 6 % )
,

H I S 皮试阳性而 P PD

皮试 阴性者有 2 3 例 ( 7
.

8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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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我国地处温带
,

尤其是东
、

南部地区气候

温暖
、

潮湿
,

森林覆盖面积较 广
,

大量存在各

种鸟类和蝙蝠
,

适宜于组织胞浆菌生长与传

播
。

IH
S 皮 试 是 常 用 的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工

具风 7 1
,

常 选 用 酵 母 相 组 织 胞 浆 菌 抗 原

( H i s t o l y n 一 c Y I
_

)
。

据报道 f
4

,

’ ]
,

湖南长沙市

与慈利县和四 川成都市部分人群皮试阳性率

分别为
:

正常人 8
.

91 %
,

2 6
.

2 0 %
,

肺结核病

少、 33
.

67 %
,

54
.

55 %
。

本组正常人皮试阳性

率 为 巧
.

10 %
,

各 种 肺 部 疾 病 病 人 为

17
.

7 4 %
,

其 中 3 4 例 肺结 核病 人 阳性 率为

17
.

65 %
。

说明南京及相邻地 区也有组织 胞

浆菌人群的感染
。

因此
,

我们认为组织 胞浆

菌感染可能并不局限于某一区域和某一特定

人群
,

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

三个研究均 使

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且皮试抗原相同
,

但结果

不一
,

可能原因有
:

祥本偏小导致结果发生偏

差
,

调查对象选择不完全一致
,

其职业
、

工作

与生活环境等均可能影响组织胞浆菌的感染

率
,

也可能各地感染率确有不同
。

皮试阳性一般出现在感染组织胞浆菌 2

一 3 周后
,

维持数年逐渐消退
,

因此流行区正

常人群 H IS 皮试阳性率并不一定随年龄的增

长而增高 [“ 〕
,

我们以前的研 究结果也与此类

似
。

性别不同
,

感染率亦无明显差异
。

因此
,

虽然本组正常人与病 人因研究条件的限制
,

性别构成 比与年龄不同
,

但应对结果无明显

影响
。

本组病 人中
,

肺癌病人 H I S 皮试阳性率

较高
,

为 2 4
.

0 0 %
,

但与其他组病 人分别比较

无统计学意义 (尸 > 0
.

0 5 )
,

其余各组病人两

两比较以及病人与正常人比较均无明显差异

印 > 0
.

0 5 )
。

因本组病例数偏小
,

结果 尚有

待加大样本进一步研究证实
。

本研究同时作了 P PD 皮试调查
,

P P D 总

阳性率为 56
.

16 %
,

各组 阳性率 比较均无 明

显差异
。

与 H IS 比较
,

P P D 皮试反应直径较

大
,

最大反应直径分别为 5 一 5 0 ( 14
.

2 士 4
.

7)

m m 比 5
.

0 一 2 3
.

0 ( 9
.

5 士 4
.

2 ) m m
。

两种皮

试均阳性者 26 例 ( 8
.

90 % )
,

这部分人群可能

同时
,

或在不同时间 内先后合并了结 核菌和

组织胞浆菌感染
。

H I S 皮试阳性而 P P D 皮试

阴性者 有 23 例 ( 7
.

88 % )
,

这一结果提 示我

们
,

当以皮试法判断病人的细胞免疫功能状

态时
,

除了 P P D 皮试外
,

有条件者还应结合

采用 H IS 或其它抗原的皮试
。

因为某些病人

未感染过结核菌而有可能感染了其它病原菌

(如组织胞浆菌 )
,

此时虽然其细胞免疫功能

正常但 P P D 仍可呈阴性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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