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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蠕形螨的检测方法，了解我校医学生蠕形螨感染情况，分析蠕形螨感染的相
关因素。方法　分别采用透明胶纸法、刮脂法、挤刮法对６１２名学生进行蠕形螨检测，并通过问卷调
查分析蠕形螨感染的相关因素。结果　透明胶纸法、刮脂法和挤压检测的感染率分别为２１．７３％、
１４．７１％、１５．３５％。透明胶纸法检测的感染率高于其他２种方法，大学生蠕形螨感染率为２１．７３％，
油性皮肤和混合性皮肤感染率与干性皮肤感染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油性皮肤和混合性皮

肤感染率较高，面部健康者和面部疾患者感染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以后的教学中采用透明胶
纸法检测蠕形螨，大学生以轻度感染为主，蠕形螨感染与生活习惯、皮肤性状、集体生活因素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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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蠕形螨又称毛囊虫，是一类永久性寄生螨，寄
生于人和哺乳动物的毛囊和皮脂腺内，已知有１４０
余种和亚种。寄生于人体的仅两种，即毛囊蠕形螨

（Ｄｅｍｏｄｅｘ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ｏｒｕｍ）和皮脂蠕形螨（Ｄｅｍｏｄｅｘｂｒｅ
ｖｉｓ），分别寄生于人体面部的毛囊与皮脂腺内，人体

蠕形螨呈世界性分布，感染率为２７％ ～１００％，在我
国人群的感染率为 ０．８％ ～９７．９％［１］，平均为

３１．５％。研究发现蠕形螨属于条件致病寄生虫，在
一定条件下可能与毛囊炎、皮脂腺炎、酒渣鼻、痤疮

的发生有一定关系［２］，给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群体）

的健康和美容带来一定的危害。为了解在校医学

生感染蠕形螨的情况，对６１２名医学本科生进行检
测分析，选择检出率比较高的方法应用于教学中。

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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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抽取我校基础医学院本科生６１２名（其中
男生２８３人，女生３２９人），年龄２０～２４岁，平均年
龄２２岁，均来自黑龙江省各地。

１．２　方法
透明胶纸法：提前发给检测者载玻片，叮嘱其

睡前清洁面部，将５．０ｃｍ×２．０ｃｍ大小的透明胶粘
贴在额头，鼻翼两侧，次晨揭下透明胶贴到载玻片

上，带到实验室镜检。刮脂法：用钢笔尖的后端用

力刮取鼻翼两侧或额头部位，将刮出物用牙签置于

滴有甘油的载玻片上，加盖玻片镜检。挤压法：检

测者自己用拇指挤压鼻翼两侧及鼻尖部，挤压出皮

脂或脓液用刚笔尖后端刮取皮脂，再用牙签将其置

于滴有甘油的载玻片上涂匀加盖玻片镜检。

１．３　问卷调查
包括面部皮肤情况：干性皮肤、混合性皮肤、油

性皮肤、健康皮肤、丘疹、脓包或痤疮等。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程序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计算不同检测方法的感染率，感染率间的比较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检测。

２　结果
２．１　蠕形螨感染情况

被检的６１２名学生中，其中透明胶纸法、刮脂法
和挤压法检出的感染率为 ２１．７３％、１４．７１％、
１５．３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２５．１７，Ｐ＜
０．０５）。透明胶纸法检出率最高，男女蠕形螨感染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５３，Ｐ＞０．０５）（表１）。

２．２　蠕形螨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对此６１２名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后发现，干性皮肤、混合性皮肤和油性皮肤三者感

染率 比 较，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χ２ ＝７．１８，
Ｐ＜０．０５），干性皮肤感染率低（表２）；面部健康者
与面部丘疹者及面部脓包或痤疮三者感染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３，Ｐ＞０．０５）（表３）。

３　讨论
通过对检测蠕形螨的３种方法比较发现，透明

胶纸法是其中检出率比较高的方法，优点很多，操

作简便，不给受检者带来痛苦，容易接受，是针对人

表１　三种检测方法结果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检测人数

Ｎｏ．Ｔｅｓｔｅｄ

透明胶纸法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ｔａｐｅｍｅｔｈｏｄ

感染人数

Ｎｏ．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刮脂法

Ｓｋｉｍｍ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感染人数

Ｎｏ．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挤压法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感染人数

Ｎｏ．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男生 Ｂｏｙ ２８３ ５７ ２０．１４ ４６ １６．２５ ４１ １４．４９

女生 Ｇｉｒｌ ３２９ ７６ ２３．１０ ４４ １３．４１ ５３ １６．１１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６１２ １３３ ２１．７３ ９０ １４．７１ ９４ １５．３５

表２　面部性状与蠕形螨感染关系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ｉ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ｄＤｅｍｏｄｅｘ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面部性状

Ｆａｃｉａｌｔｒａｉｔｓ

检测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ｅｓｔｅｄ

感染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干性皮肤

Ｄｒｙｓｋｉｎ
２５３ ３１ １２．２５

混合性皮肤

Ｍｉｘｅｄｓｋｉｎ
１９７ ４２ ２１．３２

油性皮肤

Ｏｉｌｙｓｋｉｎ
１６２ ４１ ２５．３１

表３　面部疾患与蠕形螨感染关系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ｍｉｆｏｒｍｍｉｔｅ

面部疾患

Ｔｈｅｆａｃｉ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
检测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Ｔｅｓｔｅｄ

感染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健康皮肤

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ｋｉｎ
２７４ ７０ ２５．５５

面部丘疹

Ｆａｃｉａｌｐａｐｕｌｅｓ
１９５ ５１ ２６．１５

面部脓包或痤疮

Ｆａｃｉａｌａｂｓｃｅｓｓｏｒａｃｎｅ
１４３ ３６ ２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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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蠕形螨于夜间在毛囊口的皮肤表面活动和交配

的生态特性而设计的［３］，在教学中应采用透明胶纸

法。挤压法和刮脂法需要较大的力气挤压皮肤，给

受检者带来痛苦，容易引起感染，而且操作起来受

个人因素影响比较大［４］，比如，女同学忍受疼痛的

耐力不如男同学，所以因个人力度不同检出率高低

也会受到影响。不同人群蠕形螨的感染差异较大，

原因可能与受检者的配合程度［５］及选择的季节有

一定关系。本研究是在１２月份进行的，所以可能是
感染率低于其他院校报道的原因之一。

本次受检的６１２名大学生中，１３３人为阳性，蠕
形螨的感染率为２１．７３％（以最高检出率为准）。男
女同学感染率无明显差异。本次医学生的蠕形螨

感染率低于本医学院２００１级医学生蠕形螨的感染
率［４］。其中一个原因是有的同学认为面部没有任

何不适，检不检测无所谓，没有参与检查；另一个原

因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宿舍环境的改善，

学生的日用品丰富，及时更换，导致感染率下降。

调查发现面部皮肤性状与蠕形螨感染率密切

相关，油性皮肤与混合性皮肤皮脂腺发达，皮脂分

泌多，能为蠕形螨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这和文献

报道是一致的［６７］。面部健康者与面部疾患者的蠕

形螨感染率在此次调查中无统计学意义差异，和文

献报道不一致［６７］。原因可能是大学生一般是集体

生活，日常用品接触的概率也大，感染者常常是以

寝室为单位集中感染，寝室成员之间存在交叉感

染，说明交叉感染是重要的传播方式。所以集体生

活是导致皮肤健康者和疾患者蠕形螨感染率没有

明显差别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倡导学生养成良好

的个人生活卫生习惯，经常晾晒毛巾、被子及其他

生活用品。目前国内治疗蠕形螨的药物，多为中

药：硫磺、轻粉、朱砂、杏仁、桃仁、蓖麻仁、百部、丁

香、花椒等具有杀虫灭菌作用的药物；西药为甲硝

唑等。已经感染蠕形螨者，可以服用一定的药物进

行治疗。如口服甲硝唑，连服７ｄ，停药１０ｄ后再服
７ｄ。外用药把研碎的甲硝唑和乳液混合，每天涂抹
２次。要注意在每晚睡前涂药，便于雌雄虫体在夜
间爬出毛囊交配时将其杀死。治疗蠕形螨尚处于

实验探索阶段。对蠕形螨应以预防为主，尽量避免

与患者接触，搞好个人卫生，不用公共的盥洗器具、

毛巾、脸盆，枕巾、被褥等物品要勤洗勤晒，防止交

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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