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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2003—2005年

及影响因素分析
孕妇梅毒感染状况

程锦泉用华钟文明 洪福昌 张丹张英姬潘鹏蔡于茂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市学产妇梅毒感染状况井分析影响因素。方法对所有首次到医院进

行孕期保健的孕妇实行免费筛查；采用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方法进行初筛，阳性血清送至市

性病防治中心，采用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等方法进行确认。结果2003 2005年深圳市共筛查

418 871名孕妇，筛奁率为94．7％，确诊梅毒阳悻孕垂J 2019例，平均感染率为0 48％。梅毒醑性孕妇

94 2％集中在20～35岁年龄段；孕女1文化程度93 6％为高中以卜，初中显著高于其他学历(()尺=

9 515)；孕妇中63 4％的职业为商业服务和无业，显著高于其他职、№(0R 8 628)；孕妇中89 5％为

外米人员，高于本地广籍者((Ⅲ=8 733)；毕业l首诊孕周越大感染率越高。结论深圳市孕蚪人群梅

毒感染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与职业、学历、户籍、首渗孕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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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atl】s“5yphilis infection and its innuence facto啊明pregnant women in shenzhen

cHENG jm—qHqH 4．ZHoU¨龇，zHONG W趴硎Hg，HONG Fn—c}咄ng，zHANG Lhn，zHANG

n皤弘，PAN R堪，(Hf nh删 ’s舡m：舡n Cmt盯，。rⅨs∞艟(概￡mEⅡHd Prew眦如R，S沁n“㈣
518020．(：Kna

【Abstract】 Objective Thmugh quesTl0㈣㈣nd screenll喀，epidemi0109y of syphllls m pregnant

w。IHen and related r；sk f8ctor3 were studld，t。dcvdop effectIve p出cy a】1d reduclng the ne朗tlvc impact of

the d№桃Metllods AjI pregnant women who 8pp钮red时thc hospi阻k【jle flrst tIme．were incIuded，i“

Shcnzh⋯1ty Tdu【Lzed Red Unheated Serum Test(，IRUST)meLhod was used for prlmary screenlng and

p惴iLlve resuhs were∞n矗rmed by the Trcpon∞a Pallldum Particle Agglutlnatlon(TPPA)tcst at Lhe

Shenzhen Center for nsease(hltrol and PrEve“on(SzcDC) Posltive patjen坞wcrc 1nf。rmecl and LreaLed

and the pregnancies wcrcmaIlagcd accordingly at the SZCDc． Reslllts From 2003—2005，4i8 871

(94．7％)pregnant wcrc screcned Epidemlolog嘲l and treatmcnt data were coIIected fronl 2019 p。s⋯ve

ca㈣)f 1ⅡfecL川8yp¨11s(0 48％)Among thcm，94 2％were between 20 and 35 yeR佧01d，wlth

93 6％of Lheln had on}v i“nior hIgh schfnj cducaLK玎I and 63 4％of chem wofked as(”fnrncwIaI刚lces("
Jubless which wa5 8ignlflcantly h培hcr than oLher occupaci。IlS(oR一8 628) 89 5％of Lhem were ffom

other cmes，slgniflcantly hlEhⅡthaIl fmnl local re51dents((懈=8 733)(记sta Lional weeks at 0ri罂nal

diagno卣s was 10“ger and thc lnfecL L。n rate hlgher C帅d懈ion Thc 1nfccti⋯aLe of syphllis ln Shenzhen

was stlll at a h1Eh 1cvd which was related to occupation，ed吼ti(m level，place of re$ld鼬cy，gest8t；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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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梅毒在深圳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

题，特别是孕妇感染梅毒“⋯。深圳市1983年报告

了首例梅毒病例，1994年前发病率一直处在较低水

平。1995年后进入快速增长期，1999年由4．41／

10万增至66．19／10万，此后进入乎台期。“。1998

年对孕妇梅毒监测显示，阳性检出率在0．39％～

作者单位：518020僳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程锦泉)；深圳市

慢性病防治院(周华、洪福吕、潘鹏、蔡于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公共卫生学院(钟文明)；深圳市卫生局(张丹、张英姬)

0 47％”o。为此开展了深圳市孕妇梅毒感染状况的

调查。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期

间，利用政府专项经费对所有首次到全市6l家在当

地政府部门注册并获取孕妇产前保健资格的医院，

进行孕期保健的妇女实行免费筛查。阳性病例是经

过初筛为阳性之后再进行确认试验确诊为阳性的孕

妇，阴性对照为经过初筛确认为阴性的孕妇；以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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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都是在3年期间进行严格筛查的孕妇，个别

记录数据缺失较多的给予剔除。

2．筛查方法：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采用梅毒甲

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方法进行初筛”]。

阳性者由筛查医院送至市性病防治中心，采用梅毒

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TPPA)进行确认“1。采用自

行设计的问卷，记录相应的实验检查结果和常规资

料，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学历、职业、户籍

类型、首诊孕周、实验检验结果等。

3．统计学分析：采用Excel 2003软件进行数据

汇总，使用sPSS 13 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单因素

分析采用Y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多因素

分析采用逐步109istic回归。

结 果

1．筛查及感染情况：全巾2003 2005年间共筛

查418 871人，筛查率为94 7％；检出阳性孕妇2019

例，感染率为0 48％。随着工作的小断深人，筛查率

逐渐提高，由92．4％提升到96．3％(表1)。

表1 2003 2005年深圳市梅毒项日筛查与感染情况

注：筛壹单是指到门诊经过梅毒免赀筛查的孕妇数／实际孕妇

数×100％

2单因素分析(表2)：

(1)年龄分布：孕妇年龄为18～42岁，平均年龄

27 2岁±O．2岁，94 3％(1902例)主要集中在20～

35岁年龄段。30～35年龄段的感染率(0．56％)高

于其他年龄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11．5，P=

0 022)。

(2)文化程度：孕妇中不同文化程度阳性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Y2=2699_8，P=0．000)，初中学历

的孕妇梅毒阳性率最高(1．73％)，高中／中专次之，

大专以上学历(0 12％)明显低于其他组。

(3)职业分布：不同职业孕妇感染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x2==508 7，P=O 000)，以从事商业服务

(包括商场、酒店、酒楼服务员)人员最高(0-80％)，

无业人员次之，农民(种植和养殖人员)列第三位，公

务员较低(O 07％)。

(4)地区分布：不同地区孕妇梅毒感染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x2=4999．8，P=0 000)，罗湖、龙岗、

宝安三区感染率较高，盐田区较低。

(5)户籍类型：将深圳居民分为深圳户籍居民

(有深圳特区居民身份证)、暂住居民(有深圳特区临

时居住证)和流动人口(无深圳特区居民身份证和临

时居住证)，不同户籍类型孕妇梅毒感染率差异也有

统计学意义(Y2=68 6，P=O 000)，暂住人员

(O．58％)明显高于深圳户籍居民。

表2 深圳市孕妇梅毒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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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首诊孕周：首诊不同孕周阳性率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x2=15l 6，P=0 000)，首次就诊孕周越

大感染率越高(r=O．62，P==0 000)。

3多因素分析【表3)：考虑到多因素的综合相

互作用，采用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进入回归模型

的因素有职业、文化程度、户籍类型、所属地区、首珍

孕周。

(1)职业：以工人为对照，农民、商业、无业人员

孕妇梅毒感染率高于工人，其OR值分别为3．136、

8 628、3．370，从事商、眦服务人员感染梅毒的风险性

较高；而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感染率相对较低，

为保护因素，这与单因素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2)文化程度：以小学人员为对照，韧中、高巾／

中专／技校与对照比较的oR值分别为9 515、

3．656，为危险因素；大专以}：学历则为保护凶素，

0R值为O 414，高学历人员的梅毒感染率明显低于

对照。

(3)户籍类型：以户籍人口为对照，暂住、流动人口

的感染率明显高于对照，其oR值分别为4．482、8．733，

说明暂住、流动人口孕妇感染梅毒的风险眭较大。

(4)所属地区：以福田区为对照，罗湖、龙岗、宝

安的孕妇梅毒感染率高于福田，其()R值分别为

l 613、3．432、4 0ll，为危险凶素；而盐田的感染率

较低．这与单因素分析结果相同。

(5)首诊孕周：由分析结果可知，OR值为

1，029，说明孕妇的孕周每增加l周，其风险性增加

1。029倍，孕妇首诊孕周越大感染梅毒的机会越大。

讨 论

结果显示，深圳市孕产妇梅毒感染者以暂住、低

学历、从事商业服务和无业人员为主，特区外的宝

安、龙岗和罗湖区感染率较高，这可能与防病知识掌

握程度和高危性行为发生频率有关。学历越低，防

病知识越缺乏，越易感染；商业服务或无业人员高危

性行为发生率高，感染机会也高；外来人员大多学历

较低，而且多从事服务业和加工业，防病知识相对缺

乏，容易感染。地区分布与地区功能有关，罗湖为商

业区，商业服务活跃，而宝安、龙岗两区为工业区，外

来低学历的劳务工人分布集中，因而这三个区感染

率均较高。分析原因发现，高学历、经济状况较好的

人员．由于保健意识强，考虑经济因索较少，大多怀

孕初期就做产前检查，感染率也低；相反学历越低，

经济状况差，保健意识弱，大多到I临产前才到医院进

行产前检查或分娩，因而感染率较高。多因素分析

印证了单因素分析的结果，除了年龄没有意义外，其

余5个因素均与孕妇感染梅毒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表3 深圳市孕妇感染梅毒多因素逐步109istic回归分析结果

——里塞 ! ! 坠型￡篁 !堕一．
职业

农民

公务员

专业拉术员

商业服务人员

五业

文化程度

初中

高巾／巾专7技校

大专／本科，研究生

户籍娄型

暂住

流动

所届地区

罗湖

南山

盐田

兜岗

毫安

首谚孕周

常量

776 825

550IJ29

26l 955

444 112

747 119

535 703

267 939

202 926

83 803

4f】972

940．t”

188 079

939 213

215 356

24 192

52 814

¨l 137

13 776

7 298

119 046

0 071

(卅值(95％c』

3 136(1 630～4 642)

0 00 J(0 000—0 002)

0 003((1(Jl】2～0【li)6)

8 628(4 197～13 058

3 370(1 692～5 048)

4 482(3 617～5 554)

8 733(7 603～】0 031

注：职业、文化程度、户籍类型、所属地区分别以小学、工人、广|籍、福田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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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访谈资料研究显示，多性伴、不安全性行

为、吸毒等为梅毒传播的直接因素，深圳市是一-个新

必而开放的城市，流动人口众多，青年人比例高，一

些不良的生恬方式和行为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为，同

居和不健康性行为；由于缺乏性知识和避孕知识，未

婚先孕和早孕现象突出；受“性解放、性自由”思潮的

影响，出现色情服务；吸毒、性乱造成性传播疾病的

流行；导致梅毒一直处于商发病率水平”‘8o。

具备感染梅毒的危险因素表明有感染该病的机

会，但并不完全导致梅毒的发生；反之，缺少这些危

险因素或者保护因素未必不感染梅毒”3。尽管如

此，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降低危险因素、实施全人

群下预策略，感染梅毒的风险性会大大降低。有研

究显示9，孕妇筛查是达到全人群控制梅毒发生率

以及不良妊娠结局的一个最好措施。深圳市近几年

加大了这方面的投人力度，梅毒筛查率达到94，7％，

但孕妇筛查率偏低、失访率偏高，尽管实施了有关下

预但仍有先天梅毒发生。因此，如何通过宣传使全

市所有孕妇能进行早期筛查有待做进一步努力。根

据前面研究提到的影响因素和保护因素，针对深圳

市外来人群孕妇梅毒多发生在年轻人、商业服务和

低文化水平的女性中，属高发人群的特点；而国外研

究也认为年轻、高危性行为以及防病知识缺乏与梅

毒感染有关”一。因此应重点加强对这部分人群

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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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尹廉)

-消，自、·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网上在线订阅通知

为加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整体品牌宣传，扩大L}l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影响山，做好期刊征订工作，开辟新的发行征订

渠道，方便广大读者订阅，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在。p华医学网上搭建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剐上在线征汀在线支付平台”，现

L三正式开通。在线订阅小仅改变r原有雏的邮局行订渠道，而且较传统邮局征订具有更太的优势．使期刊征订T作不再是

阶段性的，可以宴现伞年征订；同时嘲上订闽减少了订阅环节，节约了刚剐和成本，使杂志订阅更加便捷。欢迎广大读者两上

在线订阅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订阅办法：请登陆中华医学网hnp：／／WWW medl，ne。rg cn／，点击“存线订阅”或登陆http：／／

eb00k medline．org cn／进行在线订阅和在线支付。网上订阅2008年全年杂志的订户将享受9折优惠。联系电话：叭0

85158339、851 58299，传真：010_85158391，电子邮件地址：lnf。(兽叫m org cn

中华医学会杂志杠

本刊2008年开始实行网上在线投稿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岛2008年1月l同起启动网I：投稿平台。投稿网址ht‘p：／^hlxb medline org cn各位作者可登

录此网站注册后即可在线投稿。单位介绍信请从邮局寄出，来稿需付稿件处理费20元／篇(邮局汇款)，儿末寄单位介绍信和

稿件处理费者，本刊将对文稿币再做进一步处理，视为退稿。新的网上投稿平台可以做到：①投稿过程一步到位，稿件处理进

程一目了然；②随时在线查询稿件处理情况；③缩短稿件处理时滞；④避免稿件寄失，退修后作者修回不及时，编辑部送审时

I可过长等弊端。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