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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煤矿工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影响因素调查

范红敏 袁聚祥 徐应军 田立民

【摘要】 目的 了解煤矿工人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

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名煤矿工人，进行问卷调查。同时行胃镜检查，采取胃黏膜标本用于菌

培养和病理诊断；!"感染的检测方法采用细菌培养法和&’()*法；全部调查资料采用!$分析和分

层分析。结果 煤矿工人!"总的感染率为+,-,.，井下工人的!"感染率比井上工人的高，差异有

显著性（!/0-00#）；大兴矿、鲍店矿、唐山矿工人!"的感染率差别无显著性（!!0-0%）。影响煤矿

工人!"感染的主要因素有年龄、未成年时月人均经济收入、未成年时住房形式、现家庭人口数等社

会经济因素，个人嗜好中的饮酒状况。影响井下工人!"感染还有家庭进餐形式。结论 井下工人

!"感染率比井上工人的高；影响因素有社会经济因素、个人嗜好、家庭进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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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U,W1年X6??>5和N6?936AA成功地培养出

幽门螺杆菌（%9D+A&F1A<9;:GD&;+，!"）以来，国内外

的大量研究资料表明，!"感染是慢性胃炎的病原

菌，是消化性溃疡和胃N*’7淋巴瘤的重要致病因

子［UP1］。U,,#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Y2）将!"定

为一类致癌因子［#］。自然人群的!"感染率平均为

%0.左右，影响!"感染的因素有饮水、吸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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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居住及卫生条件等。传染源主要是人，其次是

动物，大多数研究支持!"的口P口、粪P口传播途径。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煤矿工人众多，有着特殊的人群

特征和职业暴露，造成了该人群特殊的疾病谱［%］。

目前，有关!"感染的人群研究多数是针对一般人

群的，尤其是缺少对煤矿工人!"感染率及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为了解和分析煤矿工人的!"感染状

况及其影响因素，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防制措施，故

进行了煤矿工人!"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现将调

查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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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根据我国煤炭工业分布的特点，用

典型抽样的方法选择了山东兖州、河北开滦、辽宁铁

法下属的#个煤矿，在每个煤矿内按照分层随机整

群抽样方法选取$个不同工种班组的职工（含井上）

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共%%&人，符合本次研究要求

的%’$人，采用《煤矿工人胃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相关

消化道疾病防治》调查表进行调查。

’"方法：由同一名胃镜主任医师使用同一台

()*+,-./0’&型胃镜对调查对象进行检查，从1,培

养的常规取材部位采取胃黏膜标本。调查的同时采

集血液标本$+)用于23456检测抗1,70489抗体。

细菌培养采用!&:羊血布氏琼脂培养基，;天后观

察结果并鉴定。血清学检测（23456）采用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制的纯化尿素酶

试剂盒做1,70489抗体的检测，具体操作方法严格

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其敏感性为<=:，特异

性为<>:。全部调查资料经复核后进行整理分组

归类，采用2?@A)建库，用565>"!’软件进行单因素

!’分析和分层分析。

结 果

本次研究共调查了%%&名煤矿工人，剔除不符

合研究要求的!$人，实际分析%’$人，其中井下工

人#&&名，井上工人!’$名。血清学抗体检测完成

%’$人，1,培养#&!人。调查对象的年龄’&">!
岁，#&"%&岁年龄组所占比重大，井上、井下工人的

年龄构成差别有显著性（!B&"&&>）。调查对象以

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井上、井下工人的文化程度构成

不同，差异有显著性（!B&"&&!）。%’$名调查对象

中，已婚者居多，民族无明显差异，除了大兴矿有>
人为少数民族外，其余均为汉族。

!"煤矿工人的1,感染率：以!<<<年全国消化

病会议专家推荐的流行病学诊断标准为依据，确定

1,感染的阳性判断标准为细菌培养和血清学方法

检测1,任一阳性者即为阳性。

在调查的#个煤矿的%’$名工人中，辽宁大兴

矿感染率最低为>;"&:（;#／!><），山东鲍店矿和河

北唐 山 矿 较 为 接 近，分 别 为;!"!:（!&=／!$’）和

;&";:（!!>／!>%），但差异无显著性（!B&";%#）。

由于井上、井下工人的工作环境不同，故对#个煤矿

井上、井下工人1,感染率进行比较。调查的%’$

名煤矿工人总的1,感染率为><"<:（’<;／%’$），井

上工人总的1,感染率>&"&:（;$／!’$）明显低于井

下工 人 的;%"&:（’’’／#&&），差 异 有 显 著 性（!B
&"&&%）。由于#个煤矿的井上、井下工人的年龄和

文化程度构成不同，为了控制两个混杂因素的影响，

进行分层分析。结果表明，按年龄分层后，#个煤矿

的井上、井下工人的1,感染率差异仍有显著性

（!B&"&’$）；按文化程度分层后，#个煤矿的井上、

井下工人的1,感染率亦有差别（!B&"&!$）。

’"煤矿工人1,感染的影响因素：本次调查的

影响因素包括一般指标，个人嗜好、社会经济状况、

职业因素、1,可能的传播机制及途径等。分析后，

煤矿工人的1,感染率基本上随年龄的增加而上

升，’&岁年龄组的最低，$&岁及以上年龄组的最高，

高达<&">:，#&岁年龄组的与%&岁年龄组的较为

接近；煤矿工人的1,感染率与未成年时的住房形

式有关，未成年时住楼房者感染率最低，住简易房者

的最高，住平房的介于两者之间；煤矿工人的现家庭

人口数越多，1,感染率越高（表!）。

表! 影响煤矿工人1,感染的因素

影响因素
受检
人数

感染
例数

感染率
（:） !’值 !值

年龄（岁） ’&" ># #> $;"!
#&" !>% !!% ><"$
%&" !>> !!= ;!"!
$&" #’ ’< <&">

!!"$’ &"&&#

未成年时住房 简易房 ’= ’; <>"%
平房 #;; ’$< >="; !!";# &"&&#
楼房 ’& !! $$"&

现家庭人口数 ’ ’& !! $$"&
# ’’= !%= >%"< !&"’= &"&&>
% !;; !#= ;="&

#"井下工人1,感染的危险因素：因为井下工

人与井上工人工作环境的明显不同，所以除调查了

与井上工人共有的暴露因素外，还调查了井下工人

可能的职业危险因素，包括井下工种（粉尘暴露的程

度）、井下工作年限、是否井下连续工作、班组人数、

井下工作环境、潮湿原因、通风方式和环境温度等。

经分析，除具有与所有煤矿工人共有的因素外，还与

白酒饮量和家庭进餐形式有关。井下工人1,感染

率随着每天饮酒量的增加而上升，差异有显著性；家

庭进餐形式中几代共进的井下工人1,的感染率明

显高于核心家庭分餐者（表’）。

为了排除各种混杂因素对结果的干扰，对上述

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指标进行CDEFA)01DAE.A)分

层分析。首先将影响井下工人1,感染有关的影响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年>月第’$卷第>期 GHIEJ2,IKA+IL)，J-EA’&&%，ML)"’$，NL">

 



表! 影响井下工人!"感染的危险因素

影响因素
受检
人数

检出
例数

感染率
（#）!

$值 !值

白酒饮量（%／&）" 不饮 ’( $$ )*+,
)-# ./$ .$$ *)+’
$--# *- )$ *0+’
’--# ’- $/ (/+*

-+-’$

未成年时住房 简易房 $’ $’ .--+-
平房 $/( .,) *$+(.$+’(-+--$
楼房 , 0 00+0

家庭进餐 几代共进 $$ $. ,)+)
核心家庭分餐! $*( $-. *$+’ -+--,

" 折合)’1白酒；! 夫妇加独生子女

因素进行重新量化为二分变量。以年龄分层进行分

析后，白酒饮用与否仍是井下煤矿工人!"感染的

危险因素（!2-+--0）；同样，家庭进餐形式亦仍是

井下煤矿工人!"感染的危险因素（!2-+-.*）。

讨 论

本次调查研究均采用了国内外公认的研究方

法，其中胃镜检查难度大，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使受检率达*$#，从而保证了研究资料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

大量研究资料表明，!"感染呈全球分布，在自

然人群中感染相当普遍，我国人群的!"感染率接

近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煤矿工人是

一个较大的职业人群，也是一个较特殊的工作群体，

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井下工人普遍饮酒，班

中进餐、饮水情况独特。特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与

特有的职业暴露，形成了该人群特有的疾病谱，其中

胃十二指肠疾病是除职业病以外严重威胁煤矿工人

健康状况的一类疾病。而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
感染与胃十二指肠疾病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进行

了煤矿工人!"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的研究。研

究结果表明，煤矿工人!"总感染率为/,+,#，井下

工人!"的感染率比井上工人高，这可能与井上、井

下工人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因素有关，有待进一步分

析比较。’个煤矿间工人的!"感染率差别无显著

性（!"-+-)）。在我国，潘志军等［/］报道的上海郊

区嘉定农村!"的感染率为/.+/#，城市人群的为

0-+)#。在国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感染率

为*,#，而发达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的感染率平

均仅为’-#左右［/］。我国煤矿工人的!"感染率与

发展中国家接近，比发达国家的感染率高。尽管检

测方法可能不同，但似不能解释如此大的差异。

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或同一人群的不同阶层之

间!"感染率差别很大。目前大量的研究表明，影

响!"感染的因素有社会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等。

345657等［*］对出生于美国，居住在休斯敦的白人和

黑人共0()名健康无症状志愿者的研究发现，白人

!"感染率的高低与经济收入的具体数目呈相反关

系，与以前报告的胃炎在大家庭、低社会经济阶层、

居住条件拥挤等情况下发病率高的情况一致。无论

白人、黑人，!"感染均与受教育程度呈相反关系，且

有统计学意义。居住条件，尤其是兄弟姊妹数和卫

生设施也是一个影响因素。此外职业也与!"感染

有关，859:;4，<:5=>4［(］报告意大利屠宰工人!"感染

率高于同行业从不接触屠宰动物任何部分的职员。

我国江西医学院和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等调查的医

务人员!"感染情况，发现消化科，尤其是内镜室工

作人员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科室。本次研究结果表

明，影响煤矿工人!"感染的因素有年龄、未成年时

住房形式、家庭人口数等社会经济因素。现在家庭

人口数中，随家庭人口数增多，!"感染率增加，这与

已往的研究报道一致。井下煤矿工人!"感染的影

响因素有白酒饮量、未成年时住房形式、家庭进餐形

式。井下工人普遍饮酒，饮酒者的!"感染率明显

高于不饮酒者，与<4>??>4等［,］报道的适当饮酒有

利于!"感染的自发清除不一致，这可能与国内外

饮酒的种类和饮酒习惯不同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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