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堡速堑痘堂盘查!!!!芏!旦箜垫鲞筮!塑坠也』堡Pii璺旦i!!!』!!z!!!!：!!!：!!!盟!：!

新诊断痰涂片阳性肺结核病例家庭密切

接触者的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调查

徐臣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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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新诊断涂片阳性肺结核病例家庭密切接触者的活动性肺结核患病情况。

方法 以阜阳市2006年新发现痰涂片阳性肺结核患者为指示病例，追踪其家庭密切接触者，并进行

结核菌素、x线胸片和3次痰涂片检查，确定密切接触者中活动性肺结核感染情况。结果 2006年

阜阳市共报告1386例新诊断的痰涂片阳性肺结核病例，追踪发现5392名家庭密切接触者。检查家

庭密切接触者发现其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为3．76％，家庭密切接触者<15岁年龄组和≥55岁以上年

龄组的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高于其他各年龄组(12=15．381，P<0．01)，密切接触者中活动性肺结核

患病率随着指示病例的痰检排菌量增多而增高(r=0．998，P<0．01)。平均每100名指示病例可追

踪发现15例新的活动性肺结核病例。结论对新诊断痰涂片阳性病例家庭密切接触者进行结核病

筛查，有利于提高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发现率。

【关键词】肺结核；密切接触者；患病率

Prevalence of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mong household contacts of recently diagnosed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with positive sputum·smear XU Chen．HU Bing．Fuyang Municip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Fuyang 236030，China

【Abstract】0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prevalence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TB)among household

contacts of patients recently diagnosed as pulmonary TB．Methods Newly diagnosed pulmonary TB cases

in 2006 were used as index cases for searching more active TB cases．All the household contacts were

identified and examined with purified protein derivative，chest X-ray and sputum—smear for three times．

The prevalence of active TB infection among household contacts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agains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Results A total of 1386 newly diagnosed active TB cases were reported and

their 5392 household contacts were screened．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active pulmonary TB among

household contacts was 3．76％．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ge groups of<1 5 years or≥55 years than

the other age groups(x2=15．381，P<0．01)．The rate of active pulmonary TB in household contact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amount of bacteria discharged from index cases(r=0．998，P<0．01)．

Through contact tracing，every 100 index cases could contribute in finding 15 more new active TB cases

among household contacts．Conclusion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program could increase the

identification of active pulmonary TB case through tracking down the household contacts of newly diagnosed

TB cases．

【Key words】Pulmonary tuberculosis；Household contact；Prevalence

对新近诊断且痰涂片阳性的肺结核病例的密切

接触者进行肺结核筛查，是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的有效手段之一H。，可以帮助发现更多的活动性肺

结核病例，及时提供治疗，以控制结核病蔓延扩散。

为了解家庭内密切接触者人群活动性肺结核患病情

况，我们对阜阳市2006年新诊断且痰涂片阳性的肺

结核病例的家庭密切接触者进行结核病筛查，结果

报告如下。

作者单位：236030安徽省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阜阳市人口占安徽省总人口的

15％。以阜阳市辖区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结核病项目和全球基金结核病

项目在2006年新发现且痰涂片阳性的肺结核患者

为指示病例，以其家庭密切接触者为研究对象。

2．方法：

(1)相关定义：①指示病例：家庭内首诊活动性

肺结核患者，且为痰涂片阳性的新病例。②密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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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者：与指示病例一起共同生活居住6个月以上的

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员。

(2)资料收集：对每例指示病例询问其家庭密切

接触者情况，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指示病例的相应

栏目内，作为追踪调查密切接触者的依据。对每名

家庭密切接触者进行调查，收集人口学特征等基本

信息，并进行活动性肺结核筛查，包括结核菌素试验

(PPD)、采集痰标本检测结核菌、拍摄胸部x线片。

(3)活动性肺结核筛查方法：对0～14岁的密切

接触者进行PPD检查，如PPD硬结平均直径≥

15 mm或有水泡等强烈反应者以及≥15岁的密切

接触者，拍摄胸部x线片，胸片有异常阴影者及≥

15岁拍摄胸片者进行3次痰涂片检查。

(4)排菌量：判定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是否排菌及

排菌量，采用痰涂片阳性半定量方式，分别依次以

“一”、“±”、“+”、“++”、“卅”、“洲”表示。

(5)诊断：以国家活动性肺结核诊断标准进行诊

断，分为痰涂片阳性活动性肺结核病例和痰涂片阴

性活动性肺结核病例11 J。

3．统计学分析：以参加筛查的家庭密切接触者

人数为分母，以筛查新诊断的活动性肺结核病例为

分子，计算密切接触者中活动性肺结核的患病率。

用x2分析进行两组间患病率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用

相关分析描述家庭密切接触者中活动性肺结核患病

率高低与指示病例(用痰涂片阳性代表)的排菌量是

否相关。数据录人使用Epi Data软件，统计分析采

用SPSS 13．0软件。

结 果

1．基本情况：2006年阜阳市共报告新诊断痰涂

片阳性肺结核患者1386例，确认的家庭密切接触者

共计5638人，平均每名指示病例有家庭密切接触者

4．1人。接受结核病筛查的家庭密切接触者有5392

人，受检率为95．64％(表1)。

受检者中查出活动性肺结核203例，检出率

3．76％(203／5392)，其中痰涂片阳性肺结核患者

114例，阳性检出率为2．11％(114／5392)，占新检出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56．16％(114／203)；痰涂片阴

性活动性肺结核89例，检出率1．65％(89／5392)，占

新检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43．84％(89／203)(表

1)。平均每100名指示病例可追踪新发现活动性肺

结核15例(14．65％，203／1386)。

在5392名家庭密切接触者中，有咳嗽、咳痰≥3

周者158人，截止检查时，有84人(53．92％)以往从

未主动到结核病防治机构或医疗机构就诊。

2．家庭密切接触者中不同年龄组活动性肺结核

检出情况：家庭密切接触者中<15岁年龄组和≥55

岁年龄组的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分别为5．44％和

5．63％，显著高于其他各年龄组(x2=15．381，P<

0．01)，见表1。

3．涂阳病例排菌量的大小与家庭密切接触者活

动性肺结核检出情况：痰涂片为“+”指示病例的密

切接触者其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为1．21％，但“+十”

以上指示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其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

明显增加(“+T”、“卅”、“册”指示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分别为3．26％、4．75％和

6．34％)，且检出率随着指示病例痰排菌量(以“+”

数量表示)的增多而增高(，．=0．998，P<0．01)。

讨 论

肺结核仍然是目前威胁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严

重呼吸道传染病，痰涂片阳性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是

其主要的传染源，患者的家庭密切接触者是结核病

发病的危险人群比1。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痰涂片阳

性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家庭密切接触者的活动性肺结

核检出率为3．76％，且指示病例的排菌量(以痰检阳

性表示)在“++”以上，家庭密切接触者活动性肺结核

检出率明显增高，患病率随着指示病例排菌量增大

表1 家庭密切接触者中不同年龄组活动性肺结核和涂阳病例检出情况

年龄组 接触者
(岁) 人数

受检率
(％)

活动性肺结核

涂阳

19

15

17

18

16

29

114

检出率(％) 涂阴 检出率(％) 合计

30

32

35

33

30

43

203

检出率(％)

56l

1027

1135

1104

998

813

98．22

98．05

96．12

94．47

93．99

93．97

3．45

1．49

1．56

1．73

1 71

3．80

2．00

1．69

1．65

1．44

1．49

1．83

合计

注：4x2_15．38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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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高。这说明痰涂片阳性肺结核病例对密切接触

者的危害程度与其排菌量大小有密切关系。印度的

一项研究表明，家庭密切接触感染结核的风险是其

他人的3倍(OR=3．31，95％Cj：1．46～7．45)，且

痰检阳性(代表排菌量)在“卅”及以上者，感染肺结

核的风险更高(OR=3．85，95％C，：1．92～

7．70)‘3 o。该结果提示，对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应尽早

治疗，控制其排菌是减少其继续传播的有效措施。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家庭密切接触者中，<15

岁年龄组和≥55岁以上年龄组的活动性肺结核患

病率和涂阳检出率均高于其他各年龄组，这与有关

报告的结果相一致H。。提示，少年儿童和老年人是

活动性肺结核病例家庭密切接触者中的易感人群，

应该给予特别预防措施。

因症就诊是目前新发现痰涂片阳性肺结核患者

的主要发现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发现活动性肺结核

的单位成本低于普查∞o，但在发现患者前可能已有

结核菌传播扩散，而那些未就诊的患者不仅可能延

误其就诊时机，还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播。本项

研究显示，在5392名接触者中有咳嗽、咳痰≥3周

者158人，其中84人(53．92％)延迟就诊。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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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通过对结核病患者及亲属进行相关疾病知识

教育，提高他们对疾病的认识，可以帮助早发现新感

染的结核患者№o。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宣传教育，普

及结核病防治知识，使他们对结核病早期症状有所

认识，提高其自我保健意识，不仅可以减少结核病的

家庭内传播，还可以减少新感染患者延迟诊断和治

疗‘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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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美农业伤害研究培训班招生
1．内容简介：中美农业伤害研究培训项目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伤害控制研究中心、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伤害研究中

心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伤害控制研究中心共同向美国NIH Fogarty国际合作中心申请的项目，项目编号为PAR一04．

083，执行期限为5年。项目负责人为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伤害控制研究中心首席研究专家Lorann Stallones博士、俄亥

俄州州立大学向惠云博士与同济医学院的王增珍教授。

2．项目宗旨：提高中国农业伤害研究的技术水平，促进美中有关农业伤害研究的交流与合作。

3．项目内容：(1)短期培训计划：培训地点在中国，每期5—7天，每期学员25～35人，每年一期，共5期；(2)研究者美国培

训计划：每年1～2名中方研究者在美国接受为期3—5个月的培训；(3)高级培训——指导性项目研究计划：①研究启动计划：

在美国接受培训者，在美方老师指导下，开展有关中国农业伤害的小型研究项目，每年资助1～2项；②指导性研究计划：在美

方老师的指导下，国内接受培训的学员进行农业伤害研究；(4)建立学员随访系统，跟踪学员的研究开展、发表论文等情况。

4．接受学员条件：对农业伤害研究感兴趣、有对伤害研究经历、具有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或有博士学位)或具有硕士学

位及2年以上工作经历或学士学位及5年以上工作经历者。本期仅招收长江以南地区的学员。

5．申请材料：递交有个人签名的英文申请表(通过联系人索取电子版申请表)；个人简历(可中文)；学历、工作经历、职称证

明与推荐信，单位加盖公章(中文)。

6．培训班时间、地点与费用：2008年10月20—24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免收学费，提供简便食宿，报销火车票或汽车票，

最高报销标准为“T字头”特快硬卧火车票。

7．联系人：付向华 电话：027—83692704，Email：fuxianghua202@sina．com

胡美荣 电话：027—83692754，Email：mymyl212@163．com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伤害控制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