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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乡市学龄前儿童蛲虫感染情况
#

为蛲虫病防治提供依据
$

方法 随机抽取新

乡市城区
!

所
%

郊区
$

所幼儿园
#

采用透明胶纸肛拭法于上午
?!$& @ A!$&

对
AA%

名学龄前儿童进行蛲虫

感染情况调查
#

以检获虫卵者为阳性
#

计算感染率
#

感染率的比较采用
!

! 分析
$

结果 受检儿童蛲虫总

感染率为
%=A$B

!

%ACAA%

"$

男童感染率为
%=?#B

!

!DCD$#

"#

女童感染率为
D=#EB

!

!%C%'$

"#

二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

岁组感染率为
$=#?B

!

#?CD$'

"#

% @ '

岁组感染率为
'=AAB

!

$!C%DE

"

5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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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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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感染率为
D=??B

!

#%C$E?

"#

城区感染率为
$='!B

!

$DC'&?

"#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结论 新乡市学龄前儿童的蛲虫感染率为
%=A$B

#

儿童蛲虫感染率与年龄有关
$

!'()$

学龄前儿童
&

蛲虫感染
&

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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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学龄前儿童蛲虫感染
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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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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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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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医学院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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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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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蛲虫病呈世界性分布
#

是一种儿童常见的肠道

寄生虫病
#

儿童感染与其生活环境和卫生习惯等因

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

幼儿园
%

小学等儿童集聚场所

是儿童感染和相互传播的重要环境
$

!&#&

年我国
$ @

#!

岁儿童的蛲虫感染率为
'=D?B

#

河南省的蛲虫感

染水平较高)

#

*

$

为了解新乡市学龄前儿童的蛲虫感

染情况
#

本研究于
!&#$

年
$

+

D

月对新乡市郊区与

城区
D

所幼儿园的
AA%

名
! @ '

岁儿童进行了蛲虫

感染情况调查
$

C

对象与方法

CDC

调查对象

新乡市郊区
$

所幼儿园
!

鸿翔二幼
%

小螺号幼儿

园
%

六一幼儿园
"#

城区
!

所幼儿园
!

百禾幼儿园
%

启

智幼儿园
"#

共
AA%

人
#

年龄在
! @ '

岁
#

其中男童

D$#

名
#

女童
%'$

名
$

CDE

方法

调查前与每个幼儿园园长进行沟通
#

获得园长及

家长的支持后
#

由园方叮嘱家长告知被检儿童清晨尽

量不排便
$

每次检查安排在上午
? ! $& @ A ! $&

#

用透明

胶纸粘贴受检者肛周皮肤
! @ $

次
#

取下胶纸贴于载

玻片上
#

用光学显微镜观察
#

检获虫卵者为阳性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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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

将检验结果输入计算机
#

建立数据库
#

计算感染

率
#

用
>/>> #?=&

软件进行
!

! 检验
$

$

结果

$"!

感染情况

调查的
??%

名学龄前儿童中
#

蛲虫感染阳性者

%?

人
#

感染率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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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布

调查男童
A$B

名
#

阳性
!A

人
#

感染率为
%=CB@

%

女童
%'$

名
#

阳性
!%

人
#

感染率为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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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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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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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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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

在所调查的年龄范围内
#

随着年龄增大
#

儿童蛲

虫感染率有上升趋势
#

各年龄段学龄前儿童蛲虫感

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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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儿童蛲虫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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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城区幼儿园儿童
$DC

名
#

阳性
#%

人
#

感染率

为
$='!@

%

郊区幼儿园儿童
'&C

人
#

阳性
$A

人
#

感染

率为
A=CC@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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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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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
#

新乡市学龄前儿童蛲虫总感染

率为
%=?$@

#

低于
!&#&

年全国平均水平
#

感染率的

降低可能与新乡市近年来经济的发展
&

生活条件的

改善及健康意识的提高有关
$

调查结果显示
#

学龄前男
&

女生蛲虫感染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说明处于同一环境中
#

不同性别的儿

童感染机会均等
#

与张梦恒等'

!

(的调查相一致
$

! L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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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各年龄段的感染率分别为
$=#C@

&

'=??@

#

不同年龄段儿童感染率不同
)

在所调查的年龄段内
#

随年龄增长
#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
#

此项与多数调查结

果相一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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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可能是年龄偏大的儿童活动能力

增强
#

集体活动较为频繁
#

相互接触较多
#

相互感染

的概率增大
$

以往调查认为
#

蛲虫感染率一般为城市

高于农村 '

'

(

#

但在本次调查中城区和郊区学龄前儿

童蛲虫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分析可能有以下

原因
)!

#

"

随着近几年新乡市城区加强对寄生虫的宣

传
#

城区人们对寄生虫的习性以及感染后症状有一

定了解
#

加之本身卫生习惯良好
#

降低了城区感染

率
$ !

!

"

郊区幼儿园环境差
#

父母的卫生意识较差
#

未能让儿童养成饭前便后洗手
&

不吮吸手指的习惯
#

因此使郊区的感染率升高
$

从以上调查以及近年来的报告结果可以看出
#

郊区感染率与城区感染率持平
&

甚至超过城区感染

率'

C"D

(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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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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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

市的扩张
&

城市与农村人口的交互流动一定程度上

给蛲虫感染的防治工作带来了挑战
%!

!

"

从统计学差

异的角度来看
#

人们的习惯和卫生观念对蛲虫感染

率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人口密集度的影响
$

因此在未来的蛲虫防治中
#

仅仅重视对蛲虫感

染者的检查和治疗只是一种
*

治标不治本
+

的措施
$

与此相比
#

蛲虫知识的宣传和对易感儿童的父母的

教育显得更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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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教育儿童
#

使其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
#

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儿童的蛲虫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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