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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部分人群附红细胞体感染情况调查

邓晶杨旭辉王衡

【摘要】 目的了解杭州市人群附红细胞体(EPE)感染情况，初步探讨EPE感染的危险因

素。方法对杭州市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并采集其静脉血，采用改良姬一瑞氏快速液染色镜检法

检测EPE，使用SPSS 13．0软件统计分析。结果共调查580人，其中职业人群111人，职业人群内

对照118人，外对照351人；共检出EPE感染者54例，总阳性率为9．31％(54／580)。职业人群感染

率20．72％(23／111)、外对照人群感染率7．12％(25／351)、内对照人群感染率5．08％(6／118)。三者之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1．60，P<O．05)。接触动物皮毛、生肉、动物排泄物后及时洗手人群与

未及时洗手人群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1．36，P<O．05)；用肥皂等清洁用品洗手人群感染

率低于只用水洗手的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__--6．76，P<0．05)。未发现居住地、豢养宠物、接

触动物皮毛、生肉、动物排泄物、外伤以及就餐情况等为EPE感染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越高者

感染EPE的危险性比文化程度低者要小，但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未发现不同饮食习惯人群的

感染率有差异。结论接触活畜、接触后未及时洗手或者不用清洁用品洗手为EPE感染的危险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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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eperythrozoon(EPE)infection in the

population from Hangzhou．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in HangzhOU．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study population．Venous blood specimens from the studied objects were

collected before all Improved W“ght—Giemsa Fast Dyeing method was used．Microscopic examination

was applied to test their condition of infection．SPSS 13．0 software WaS appli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otally。580 persons were under investigation in this study。including 11 1 with iobs

(‘occupational’)and another 11 8 served as internal controls of them．The rest 35 1 were considered as

external controls．Finally．54 people were detected as having EPE infection with a total positive rate

as 9．3l％．The infection rates were 20．72％(23／111)。7．12％(25／351)and 5．08％(6／118)among the

‘occupational’population。external controls and the intemal controls。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among these three rat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12----21．60．P<0．05)．There was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und in the infection rate between people who washed their hands promptly after being

exposed to animal coat。raw meat or animal excrements and those who did not wash their hands in

time．The infection rate of the population who washed hands with soap or other cleaning products was

lower thall that of those who washed hands with only water(3[2=6．76，P<0．05)．we found that

residential area，pet feeding，exposure to animal coatJraw meat／animal excrement，trauma were not

risk factors of EPE infection．People with highcr education degree had lOWer risk to EPE infection

than those with lOW education．The infection rate Was not different between the populations wiⅡI

different eating habits．The Improved Wright·Giemsa Fast Dyeing method used in this study was good
in detecting the positive rates and easy to handle．Conclusion The risk factors to EPE infection were

livestock contacting，washing their hands not promptly or washing hands without soap or other

cleaning products after cont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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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细胞表面或游离于血浆中⋯，EPE感染临床上以发

热、贫血或黄疸等症状为主要特征，传播途径至今尚

不完全清楚陋1。目前，北京、江苏、内蒙古、广东、云

南、河北、安徽、山东、辽宁、上海及浙江省(市、自治

 



·648· 生堡煎i主瘟堂盘查!!!!堡!旦笙!!鲞箜!塑堡塾也!里i垒!翌i!!!!塑!!!!!!№!．!!!塑!：!

区)等地已有临床病例报告，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全

国各地针对EPE感染的流行情况也展开了调查，感

染率在3．27％。97．29％之间b1。然而在浙江省尚未

开展过相关调查工作，为此，本研究在杭州市开展

EPE感染的调查。

材料与方法

1．调查对象：特定人群l：某肉类联合加工厂直

接进行屠宰、去毛、开膛、分割、包装等接触生肉类的

工作人员，内对照人群为此加工厂内未进行此类接

触的工作人员。特定人群2：某奶业有限公司接触

活畜人群，包括挤奶工、畜类饲养员及兽医。以上人

群采用整群抽样，人选对象要求从事同一岗位半年

以上者，接受调查时未处于疾病急性期。外对照人

群为采用非概率抽样中的定额抽样，即从2007年5

月起连续4个季度(根据杭州市气象台划分标准)，

每季度任选一天进行抽样，选取4个年龄段0～20

岁，2l～40岁，4l～60岁，≥61岁人群进行抽样，男

女性各半，人数满即停止。所有人选对象要求为在

杭州市持续居住半年以上，接受调查时未处于疾病

急性期。样本量估算采用公式：N=4P×p膨，取预

期阳性率30％，容许误差O．2P，计算外对照样本量为

233人。

2．调查方法和内容：采用《杭州市附红体感染情

况调查表》，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个案调查。对

所有调查对象采集静脉血l。2 ml，采用改良姬一瑞

氏染色法染色，镜检观察EPE感染情况。以同一个

视野中发现符合EPE特征的判为阳性。为EPE感染

阳性者选取EPE感染阴性者作为对照，进行病例对

照研究。调查过程和检测过程均有严格的质量控

制。采用EpiData、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1．EPE检测方法比较：所有标本均采用改良姬一

瑞氏快速液染色法检测。其中60份标本同时进行

瑞氏染色法、吖啶橙染色和姬姆萨染色，以观察其阳

性检出率。经过比较，姬一瑞氏快速液染色法的阳性

检出率最高为11．67％(7／60)，与吖啶橙染色法(阳性

检出率3．33％，2／6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

3．14，P<O．1)；与瑞氏染色法及姬姆萨染色法(检出阳

性率均为5．0％，3／6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

1．92，P>O．I)。4种染色方法效果比较见表l。

2．调查及检测情况：

(1)不同人群感染情况：本次研究共调查580

表1 4种检测方法检测效果

染色方法紫i嗍n)背景盛徽簇备注

注：+号多少代表程度的差异

人，不同人群感染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

14．45，P=O．001)，见表2。

表2杭州市不同职业人群EPE感染情况比较

职业人群(肉联厂屠宰工、畜牧场工人及兽医)

感染率20．72％(23／111)与内对照人群、外对照人群

三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21．60，P<0．05)，

外对照和内对照人群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594，P>O．05)。以外对照及内对照人群作为对照，

计算职业人群的OR值为3．69(95％a：2．06．6．64)。

(2)职业人群EPE感染者的患病情况：某肉类联

合加工厂直接接触生肉类的工作人员中13人以及

科室人员6人、某奶业有限公司接触活畜人员及兽

医10人经实验室检测为EPE感染者，平均年龄42

岁，年龄最大的59岁，最小的23岁，EPE感染均为轻

度(最高比例为25．5％)。调查及采样当日均无发

热、腹泻及淋巴结肿大症状，自诉无贫血史。距调查

采样后2个月，肉联厂及奶业公司医务室均无以上

人员因发热就诊的记录。对其中能联系到的21人

进行电话访问，其中3人曾因发热(38．1。39．2℃)到

医院就诊，2人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1人为“支气

管炎”，均有呼吸道症状。

(3)外对照人群调查结果：外对照351名，EPE

阳性率为7．12％。该人群采用非概率抽样中的定额

抽样法从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犬伤门诊就诊者

获取。数据转换后)[2检验，犬伤门诊就诊者的年龄、

性别构成与杭州市居民年龄、性别构成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f=1．33，o．65，P值均>o．05)。对该人群

按年龄、性别、季节、居住区域、文化程度、是否豢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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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日常生活中与动物皮毛、排泄物、生肉等的接

触情况、接触后是否及时洗手、洗手的方式以及接触

时是否有外伤等情况进行比较，结果见表3。

表3杭州市不同职业人群EPE感染情况及比较

影响因素 调查人数感染例数感染率(％)f值P值

年龄(岁)4 1．195 0．754

0— 49 5 10．20

2l一 172 10 5．8l

4l一 101 8 7．92

61～ 29 2 6．90

性别 1．180 0．280

男 163 9 5．52

女 188 16 8．5l

季节 3．256 0．354

春 49 4 8．16

夏 117 10 8．55

秋 106 9 8．49

冬79 2 2．53

居住区4 1．722 0．632

城区 239 15 6．28

城乡结合部43 3 6．98

郊区40 5 12．50

农村 29 2 6．90

文化程度4 3．704 0．295

小学及以下 52 6 11．54

初中 91 8 8．79

高中及中专 145 9 6．21

大学及以上 63 2 3．17

豢养宠物 O．054 0．82

是 217 16 7．37

否 134 9 6．72

接触动物皮毛等 O．18 O．67

接触 254 19 7．48

不接触 97 6 6．19

是否及时洗手 11．36<O．05

是 230 13 5．65

否 24 6 25．00

洗手方式 6．76<O．05

使用肥皂等 200 10 5．00

不使用 54 9 16．67

外伤 O．03 O．86

有 87 7 8．05

无 162 12 7。4l

注：4似然比f检验

本次研究还调查了经常食用的肉类及其频率与

方式、是否生食或半生食肉类等饮食习惯。经分析

发现，经常食用牛肉、羊肉、猪肉或者鸡肉的人群

EPE感染率与不食用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

2．72，0．55，0．27，3．40，尸值均>0．05)；食用肉类频率

不同的人群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SL()c2=8．5，P>

0．05)；食用生或者半生的肉类人群的感染率与未食

用者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41，P>0．05)，

在外就餐的频次不同人群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3．43，P>o．05)。

讨 论

本次研究调查了杭州市EPE感染情况，总体感

染率为9．31％。其中外对照人群感染率为7．12％，

与2001年山东省调查结果接近(7．3％)H]，与邻近的

江苏省的调查结果相差悬殊(78．58％)¨]。调查结

果除可能与当地当时的畜间感染率高低有关外，不

能排除实验室检测方法不同所致。本次试验采用

静脉血标本，未验证静脉采血与末梢血采血的优

劣。但PCR取代传统的EPE镜检法应是EPE检测

的趋势‘引。

调查显示，在接触动物皮毛、内脏、排泄物及生

肉后及时洗手可降低感染危险，提示通过日常生活

与动物皮毛、生肉、动物排泄物等的接触感染EPE的

概率不大。

本次调查涉及了国内外尚未开展过的饮食习惯

与EPE感染关系的研究。未发现饮食习惯与EPE感

染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考虑饮食不是杭州市居

民EPE感染的主要途径，但是此次研究仅仅是小规

模的横断面研究，需要进行更深人的研究进行验证。

调查还表明，屠宰、分割等工种及畜牧场的挤奶

工、饲养员及兽医等工种的感染率明显偏高，这类人

群可能是EPE感染的高危人群。同时，在采取防护

措施的条件下，以上高危人群的感染率还是显著高

于外对照人群；提示，需要检测防护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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