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应用 VITEK 微生物分析仪对 45 株

致病性弧菌中的 8株进行了鉴定 ,副溶血弧

菌 、溶藻弧菌 、拟态弧菌 、河弧菌 、致伤弧菌和

豚鼠气单胞菌各 1 株 ,温和气单胞菌 2 株。

鉴定结果与 SWF -A 微量生化鉴菌板符合

率为 87.5%。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证实 ,致病性弧菌广泛分

布于自然水体 ,在各种水源水中检出率高达

93.1%,其中以沿海江水和河水为最高 ,海水

和塘水次之。我国沿海各海域致病性弧菌分

离率相近似 ,在 66%～ 77%之间。在分离所

得的 45株致病性弧菌中 ,以豚鼠气单胞菌所

占比例最高 ,其次为溶藻弧菌和副溶血弧菌。

未检出沙门氏菌属和志贺氏菌属。

近年来 ,致病性弧菌与人类感染的关系

已为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 1 , 2 , 6～ 8]

,

致病性弧菌已成为我国不少地区 ,尤其是沿

海区域散发性 、流行性腹泻和食物中毒的重

要病原菌 ,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夏秋季

急性感染性腹泻中 ,致病性弧菌的检出率已

超过志贺氏菌属和沙门氏菌属 ,成为第一位

病原菌[ 1 ～ 3] 。其检出率在沈阳 、北京 、天津 、

上海 、浙江等地基本一致 ,地域分布无显著性

差异 ,以非 O1 群霍乱弧菌 、气单胞菌属 、副

溶血弧菌和溶藻弧菌多见 。

由此可见 ,致病性弧菌的感染率之高 ,涉

及面之广 ,与其在自然水体中的分布状况是

密切相关的。因此 ,在沿海地区要注意改变

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 ,不食不洁食物 、生水和

未煮熟的水产品 ,这是预防致病性弧菌所致

腹泻的主要措施 ,同时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工

作 ,这样就可大大降低发病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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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50名儿童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分析
马志华

　　为了解锦州地区儿童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 , 我

们于1994 年10 月至1997年 4 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法 ,对本市郊区 5 个村 520 名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

和市内 5 所小学 530 名学生及学前班儿童的粪便进

行蛔虫 、蛲虫的调查。结果表明 ,农村 520 名儿童蛔

虫感染率为 31%,蛲虫感染率为 24%。城市 530 名

儿童蛔虫感染率为 2.8%,蛲虫感染率为 1.8%。农

村和城市蛔虫 、蛲虫感染情况 , 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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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显著性(P <0.001)。 490 名学龄前儿童蛔虫

感染率为 18.6%, 蛲虫感染率为 16.9%。 560 名小

学生蛔虫感染率为 15.2%, 蛲虫感染率为 9.3%。

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蛔虫 、蛲虫感染情况 , 经统计学

处理 , 差异有显著性(P<0.05)。调查结果表明 , 农

村儿童 , 特别是学龄前儿童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较高 ,

这主要与农村卫生条件差 , 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有

关。提示在农村要加强卫生宣传教育 , 教育儿童养

成饭前便后洗手的良好习惯 ,并做好定期驱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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