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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河南、新疆地区HIV／AIDS相关
慢性腹泻患者隐孢子虫感染检测分析

王慧珠 焦炳欣 田敬华 李敏郭杰 刘颖 李兴旺 王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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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摘要】 目的了解北京、河南、新疆地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相关慢性腹

泻患者中隐孢子虫感染状况。方法收集3个地区HIV／AIDS相关慢性腹泻患者粪便，采用甲醛一

乙酸乙酯沉淀法集卵，用改良抗酸染色法染色检测隐孢子虫卵囊。同时检测患者血液CD4+T淋

巴细胞计数。结果253例HIV／AIDS相关慢性腹泻患者的粪便标本中有32例为隐孢子虫阳性。

感染率为12．6％。北京、河南、新疆地区艾滋病慢性腹泻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为5．97％(4／

67)、16．1％(24／149)和lo．8％(4／37)，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431．P<O．05)。男性和女性

艾滋病慢性腹泻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为11．2％(16／143)和14．5％(1 6／llO)。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O．634．P>O．05)；城市和农村艾滋病慢性腹泻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为6．5％(7／104)和

16．8％(25／1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596。P<0．05)；夏秋季与其他季节的艾滋病慢性腹泻患

者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为14．O％(30／214)和5．1％(2／3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艾滋病慢

性腹泻患者处于HIV感染无症状期、有症状期、艾滋病期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为O％(0／7)、21．3％

(19／89)、8．3％(13门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822，P<0．01)；不同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

(cell／p1)艾滋病慢性腹泻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有差异。<200为20．4％(20／98)．200—499为9．23％

(12／130)，≥500为o％(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0．33，P<0．01)。艾滋病中晚期慢性腹泻患

者．尤其是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pl的患者其感染率明显增加。结论3个地区艾滋病

慢性腹泻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与性别无关；患者来自农村地区、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降低、

疾病为中晚期患者易发生隐孢子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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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ryptosporidium infection and its epidemiologieal

characteristics in HIV／AIDS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arrhea．Methods Stcol samples collected from

HIV／AIDS confirmed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arrhea who lived in Beijing．Henan and Xinjiang．

Samples were concentrated by Formalin·Ethyl Acetate Sedimentation technique and stained by

modified acid．fast stain(AFS)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oocysts by microscopy．CD4+T cells count was

performed by Flow Cytometry．Results The ovemlI infection rate of Cryptosporidium in AIDS

patients was 12．6％(32／253)．The infection rates ofoocysts in the area ofBeijing．Henan and Xiniiang

were 5．97％(4／67)．16．I％(24／149)and 10．8％(4／37)respectively．The infection rate ofoocysts in the

urban 8ross was 6．5％(7／104)while in the countryside it wss 16．8％(25／149)and the difierence WaS

significantly dilyerent．However．there were no any difiefences discovered between the infection rates

on patient’S gender or on infection occurred in different seasons．The infectious rates of ooeyst in

patients on difierent stages of the disease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difierent(P<0．01)．Conclusion

AIDS patients infectcd by Cryptosporidium were not rarely seen in northern China．The r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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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gender but was associated with pmient’S living

environments．Patients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with lower lever of CD4+T cells counts and at the

middle／late stage of the disease．Cryptosporidium infection appeared to be hi【gh．

【Key words】HIV／AIDS；Ctyptosporidium；Chronic diarrhea

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是一种人畜共患性

寄生原虫⋯，其感染在婴幼儿、免疫缺陷患者，尤其

是艾滋病患者中感染率较高且危害严重而备受重

视。1976年Nime等妇1在美国报道2例人体隐孢子

虫感染病例。1987年国内韩范等b1首次报道南京地

区2例人体隐孢子虫感染病例。免疫缺陷患者尤其

是艾滋病患者感染后会引起致死性腹泻，是艾滋病

患者的主要致死因素之一⋯。WHO已于1986年将

隐孢子虫病列为艾滋病的怀疑指标之一【5】。艾滋病

相关性慢性腹泻在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

AIDS)中备受关注，其诊治问题始终是该研究领域

中的热点和难点。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1)人组标准：253例HIV感染者(均经过WB确

认为HIV抗体阳性)慢性腹泻每日次数>3次，腹泻

持续时间>1个月，年龄18～70岁。排除近1个月

内接受过影响本次试验观察的药物治疗的患者，排

除应用HAART药物(主要指蛋白酶抑制剂)抗病毒

药物治疗导致慢性腹泻者，电子肠镜检查排除肠道

肿瘤和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2)患者概况：人组的253例中，来自北京地坛

医院30例，北京佑安医院37例，新疆乌鲁木齐市北

郊医院37例，河南省上蔡县中医医院149例。均为

2009年11月至2010年12月住院或门诊患者，其中

男性143例，女性llO例，年龄20～69岁。平均42．9

岁±10．4岁。HIV感染途径：有偿供血143例．性接

触6l例，静脉吸毒25例，不详24例。104例患者居

住在城市。149例患者居住在农村。214例患者是在

夏秋季(6一lO月)人组检测，39例患者是在其他季

节入组检测。253例患者中处于HIV感染的无症状

期7例，有症状期89例，艾滋病期157例；CD4+T淋

巴细胞计数水平(cell／p1)，≥500为25例，200—499

为130例。<200为98例。

2．研究方法：

(1)标本采集与处理：4家医院分别留取患者的

粪便标本lO g于50 ml离心管中，用10％的甲醛防

腐，置4～8℃冰箱保存后送至北京地坛医院中心实

验室集中检测。中心实验室对收集的标本采用甲

醛一乙酸乙酯沉淀法进行卵囊浓聚。

(2)染色与镜检：采用改良抗酸染色法将涂好

的标本用无水甲醇固定30 S，用石炭酸品红染色

l min，酸乙醇(10 ml硫酸+90 ml无水乙醇)脱色

2 min，之后再用3％孔雀绿复染2 min，染好的玻片
60 oC烘干约5 min后镜检。用40×或更高目镜检

查200～300个视野，应用100X油镜进行内部形态

的观察和鉴定。

(3)质量控制：每轮染色时，均用10％福尔马林保

存的隐孢子虫阳性标本进行平行对照(阳性标本来自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馈赠)。

3．统计学分析：采用SAS 9．2软件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i)±标准差(s)进行统计描述，定性

资料以频数、构成比(％)、发生率(％)进行统计描

述，组间的比较运用r检验或Fisher检验，I类误差

为O．05，双侧概率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隐孢子虫感染检出情况：253份HⅣ慢性腹

泻患者的粪便标本中，共检出隐孢子虫32株，阳性

率为12．6％。32例患者中男女性各16例；其中来自

河南(上蔡县)24例，新疆和北京各4例；居住在农村

和城市分别为25例和7例；夏秋季检出30例，其他

季节检出2例；13例处于艾滋病期，19例为临床有症

状期；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cell／l上1)<200为20

例，200～499为12例。32例患者在人组前7 d内均

有腹泻症状，粪便为稀便或水样便，大部分患者每日

腹泻4～6次，最多20次。大部分患者腹泻时伴有轻

度腹痛。肠镜检查26例患者，其中19例为直肠炎，3

例为结肠炎，4例未见异常。

2．隐孢子虫感染率的地区分布：北京、河南、新

疆3个地区艾滋病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为5．97％

(4／67)、16．1％(24／149)和10．8％(4／37)，地区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f----4．431。P<O．05)。经济发达地区
隐孢子虫的感染率要低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

3．隐孢子虫感染率的性别分布：男女性艾滋病

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为11．2％(16／143)和

14．5％(16／1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O．634，P>
0．05)。隐孢子虫的感染率与性别无关。

4．隐孢子虫感染率的城乡分布：城市和农村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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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为6．5％(7／104)和

16．8％(25／1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5．596，P<

0．05)。居住农村的艾滋病患者其隐孢子虫感染率

要高于城市患者。

5．隐孢子虫感染率的检出季节分布：夏秋季(6一

10月)与其他季节的艾滋病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

为14．0％(30／214)和5．1％(2／3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隐孢子虫感染率与检出季节无关。

6．不同患病期的隐孢子虫感染率：HIV感染无

症状期、有症状期和艾滋病期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

为0％(0／7)、21．3％(19／89)和8．3％(13／157)，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f=9．822，P<0．01)。HIV感染中晚期

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明显要高于无症状期患者。

7．不同CIM+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的隐孢子虫

感染率：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cell／pi)<200的

患者其感染率为20．4％(20／98)，200～499为9．23％

(12／130)，≥500为o％(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10．33，P<0．01)。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越低越

容易感染隐孢子虫。

讨 论

Canning【61报道在艾滋病患者中隐孢子虫感染

很普遍，其感染的机会和危害仅次于冈地弓形虫。

隐孢子虫在艾滋病患者中的感染率高达48％，腹泻
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因素之一。黄民主等【71报道男性

吸毒人群隐孢子虫感染率为19．05％，是隐孢子虫感

染的高危人群。本研究253份HIV慢性腹泻患者粪

便标本中共检出隐孢子虫32株，阳性率为12．6％，低

于国外报道，与国内的报道接近。这可能由于隐孢

子虫主要是由水源污染引起，通常所用的自来水氯

化处理不足以杀死包囊，而外国多饮用自来水，我国

则习惯饮开水旧】。

本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居住环境的HIV感染慢

性腹泻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不同。河南省上蔡县的

患者其隐孢子虫感染率明显高于北京和新疆地区患

者，这主要是北京和新疆地区人组的患者基本是居住

在城市，而上蔡县人组的患者主要来自农村。隐孢子
虫的传播途径以卵囊经粪一口、手一口途径为主【9】。隐

孢子虫卵囊随宿主粪便排出体外时即有感染性，经

过人际间密切接触，以粪一口为重要的传播途径。在

农村，粪便处理不当、用人畜粪施肥均是污染水源的

重要因素，这也是上蔡县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高的

主要原因。

研究发现隐孢子虫病在一年四季均有发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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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率与季节无关。研究还发现HIV感染的慢性腹泻

患者隐孢子虫感染率与患者的性别无关。

HIV感染中晚期患者随着病情的加重，CD4+T

淋巴细胞计数水平降低，比无症状期和CD4+T淋巴

细胞计数水平正常患者更易引发隐孢子虫感染。病

程多变且严重，常为持续性霍乱样水泻。病情持续数

周至数月，甚至迁延。危及生命。本研究32例患者

在人组前7 d内均有稀便或水样便腹泻，且症状较

重。26例患者肠镜检查。22例结果异常。目前隐孢

子虫病的检测方法有多种，包括病原学、免疫学和核

酸分子生物学等方法¨0。。病原学诊断目前仍是隐孢

子虫病确诊的金标准，多使用分离纯化法，从粪便浓

集隐孢子虫卵囊，涂片染色后检查，极大地提高了粪

检阳性率。抗酸染色法和改良抗酸染色法具有灵敏

度高，比其他染色法更简便实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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