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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四川省黑水县人群血清利什曼原虫特异抗体阳性率
!

方法 在四川省黑水县

近年有内脏利什曼病病例报告的乡村采集人群血清
4

采用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利什曼原虫特异抗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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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人群血清阳性率
"

统计不同年龄
#

职业组的阳性率
"

各组阳性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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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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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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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多乡的人群血清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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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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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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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D<<%

"

!G<D<%

%!

散居儿童
#

学生
#

教师及农民的阳性率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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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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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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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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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四川省黑水县人群血清利什曼原虫特异抗体阳性率较高
7

应加强内脏利什曼病的防治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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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脏利什曼病是由利什曼原虫寄生于人或哺

乳动物单核巨噬细胞内所致的一类人兽共患寄生

虫病
#

由媒介白蛉叮咬传播
$

目前内脏利什曼病仍

在我国的新疆
%

甘肃
%

四川
%

陕西
%

山西和内蒙古等
@

省
"

自治区
!

流行&

B"!

'

$

四川省北部是我国主要的内脏

利什曼病流行区
#

为人犬共患型
$

黑水县位于四川

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
#

是重要的内脏利什曼

病流行区
#

近年来发病数不断增加
#

犬的感染率相

当高&

$

'

$

而多年来对当地人群利什曼原虫感染情况

未做监测
#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组对黑水县人群血清

利什曼原虫特异抗体情况作了调查分析
$

0

材料和方法

010

采样

!"BB

年
%

月上旬在黑水县主要内脏利什曼病

流行乡镇
(((

黑水河沿岸的涉及色尔古乡
%

维古

乡
%

龙坝乡和洛多乡
#

获得村民的知情同意后采用

单纯随机抽样法对居民进行采样
$

取样前先对村民

进行问卷调查
"

问卷内容包括姓名
%

性别
%

年龄
%

住

址
%

职业及有无内脏利什曼病史等
!

及扪脾检查
$

每

人取肘静脉血
7

离心分离血清置离心管中
X!< #

保

存备用
$

!<

例内脏利什曼病患者的血清由四川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

均为骨髓涂片镜检确诊
!)

$<

例健康者血样取自上海献血人员
$

所取样品均

于
X!< #

冰箱保存备用
$

012 34567

法检测

收集培养的四川株婴儿利什曼原虫
"

+RY=C

R=CZ"CWR

!

前鞭毛体
7

经
.[W

洗
$

次后
#

按前鞭毛体

的压积量加
&

倍体积的
.[W

#

在液氮和
$> #

水浴中

反复冻融
%

次
#

然后在冰浴中超声粉碎
$

次
#

& #

!" """ $ *

离心
$" P2(7

所得上清即为可溶性粗抗

原
#

该抗原在本研究中用作包被抗原以检测人血清

中婴儿利什曼原虫特异抗体
$

\]'WY

检测方法参照

文献
&

&

'

并做适当调整
$

简言之
#

可溶性粗抗原包被

量为
";% !FC

孔
$

血清样本的稀释度为
B % !""

$

羊抗人

'F^

辣根过氧化物酶结合物的工作浓度为
B % $< <<<

#

加入
K+[

底物显色后在
&%< (P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

+

!

值
$

以
$<

个非疫区健康人血清的
+

&%<

均值加

$

个标准差
"

,_$%

!

定为阳性阈值
#

每份血清做两个

孔
#

受检样本的
+

&%"

平均值等于或大于阈值者判为

阳性
$

每板均设
!

份阴性对照和
!

份阳性对照
$

018

统计学分析

采用
W.WWB!;"

进行统计学分析
#

计算人群血清

阳性率
#

统计不同年龄
%

职业组的阳性率
#

各组阳性

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2

结果

210

人群血清学抗体阳性率

用
\]'WY

方法检测黑水县主要内脏利什曼病

流行区
$Z>

人血清
%

!"

例内脏利什曼病患者的血清

和
$"

例健康者血清
$

现场
$Z>

人血清抗体阳性者

&?

人
#

阳性率为
B!;"ZA

)

!"

例内脏利什曼病患者的

血清抗体均为阳性
)

$"

例健康者血清抗体均为阴

性
$

现场未查见内脏利什曼病现症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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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乡人群血清学抗体阳性率

受检人分别来自
&

乡
#

色尔古乡
B$B

人
%

龙坝乡

?B

人
%

维古乡
>?

人
%

洛多乡
B">

人
#

各乡的人群血

清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B$;>&A

%

BB;BBA

%

B!;?!A

和

B";!?A

"

表
B

!$

各乡的人群血清抗体阳性率之间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I";>?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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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不同乡人群利什曼原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9:;%+ 0 W,09:9F2H/: -,),H)29( 9G ELP/( "#$%&'()$(

2(G,H)29( /) -2GG,0,() )9D(1E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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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抗体阳性率

B&%

岁
%

@&B"

岁
%

BB&B%

岁
%

B@&!"

岁和
!B

岁以

上各年龄组人群血清利什曼原虫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乡名

K9D(1E2M1

受检人数

=9; ,`/P2(,-

阳性数

=9; M912)2N,

阳性率
"

A

!

.912)2N, 0/),

"

A

!

色尔古乡
W,0,0FL B$B B? B$;>&

龙坝乡
]9(FO/ ?B Z BB;BB

洛多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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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 $Z> &? B!;"Z

B%"

! !



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0/12) 3214 +/5 !6#$7 89:;&<4 =9;$

!$;">?

!

@@;%&?

!

@@;%A?

!

"

和
@!;>B?

"

表
!

#$

@A!!<

岁年龄组受检人数较少
%

排除此组
%

将其他各年龄组

人群血清抗体阳性率进行了两两比较
%

结果显示
@!

%

岁年龄组人群血清抗体阳性率最高
"

!

"

C>;<A

%

!D

<;<%

#%

A!@<

岁
&

@@!@%

岁和
!@

岁以上年龄组人群

血清抗体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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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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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人群利什曼原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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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人群抗体阳性率

$NB

人中男性
!@$

人
%

!A

人抗体阳性
%

阳性率为

@!O!@?

'

女性
@>&

人
%

!!

人抗体阳性
%

阳性率为

@@;NA?

$

男女性抗体阳性数之比为
@ # ";N>

$

男女阳

性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C";""%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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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业人群血清学抗体阳性率

对检测的
$NB

人职业进行分析
%

大致可区分为

散居儿童
&

学生
&

教师等非农人员及农民
%

这些人群

利什曼原虫特异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N?

"

$P!#

#&

##;B!?

"

$!P!B$

#&

A;$>?

"

$P&B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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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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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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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农民人群的血清学抗体阳性率高于教师等

非务农人员的血清学抗体阳性率
%

但二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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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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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业人群利什曼原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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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四川省黑水县历史上是内脏利什曼病重要流行

区
%

解放后采取灭犬禁养犬等综合防治措施
%

!<

世纪

A<

年代初内脏利什曼病得到有效控制
%

此后
$<

余年

未出现病例
$

随后未再实施防治措施
%

犬的数量不断增

加
%

再加上人员流动频繁
%

#NN%

年又出现当地感染的

内脏利什曼病病例
%

随后病例数逐年增多
%

近年来每年

报告病例数约
#<

例
"

内部资料
#$

该地为人
Q

犬共患型

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区
%

屈金辉等(

$

)最近对当地犬的利

什曼原虫感染状况进行了调查
%

显示犬的感染率较

高
$

本次调查采用
RS'FT

法检测了
!<

例内脏利什

曼病患者血样
%

血清中利什曼原虫抗体阳性率与病

原检查的阳性符合率高达
@<<?

%

而同法检测
$<

例

健康者血样
%

血清抗体均为阴性
%

表明此方法敏感特

异
$

人或犬血清中利什曼原虫抗体阳性表明人或犬

过去或现在感染过利什曼原虫
%

利什曼原虫血清抗

体阳性率可以反映利什曼原虫的感染水平
$

本调查结果显示色尔古乡和维古乡人群血清利

什曼原虫抗体阳性率较高
%

而这两乡近年报告的病

例数也最多
%

但所调查
&

乡
"

龙坝乡
&

维古乡
&

洛多乡

和色尔古乡
#

人群血清抗体阳性率在统计学上无差

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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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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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所调查的几个乡经济发展

相对落后
%

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或到县城读书
%

因

此
%

@A!!<

岁年龄组受检人数较少
%

排除该组
%

将其

他各年龄组人群血清抗体阳性率进行了两两比较
%

结果显示
@!%

岁年龄组人群血清抗体阳性率最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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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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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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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和
!@

岁以上年

龄组人群血清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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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女人群利什曼原虫血清抗体阳

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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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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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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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学检验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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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职业方面虽然农民人群的血清利什曼原

虫抗体阳性率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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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等非务农人员的

血清利什曼原虫抗体阳性率最低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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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统计

学检验显示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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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文县也是重要的人
U

犬共患型内脏利什曼病流

行区
%

疫情一直未得到有效控制
%

汪俊云等 (

%$A

)对当

地人
&

犬血清利什曼原虫抗体阳性率调查表明
%

人群

的血清利什曼原虫抗体阳性率为
!&;!?

%

犬的血清

利什曼原虫抗体阳性率为
!!;!!?

%

人
&

犬的血清利

什曼原虫抗体阳性率都非常高
$

与文县相比
%

目前黑

水县人群血清利什曼原虫抗体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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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

下转第
+,)

页
"

职业

VHHKM/)29(

受检人数

=9; ,W/L2(,-

阳性数

=9; M912)2X,

阳性率
"

?

#

.912)2X, 0/),

"

?

#

散居儿童
FH/)),0,- HJ2:-0,(

!@ $ @&;!N

学生
F)K-,()

!B$ $! @@;B!

教师等非农人员
Y,/HJ,0 /(- 9)J,0

(9(/G02HK:)K0/: Z90[,0

&B $ A;$>

农民
\/0L,0

%A #< #B;>A

合计
Y9)/: $NB &> #!;<N

年龄组

TG, G09KM

受检人数

=9; ,W/L2(,-

阳性数

=9; M912)2X,

阳性率
"

?

#

.912)2X, 0/),

"

?

#

#]% #$ $ !$;<>

A]#< %! A ##;%&

##]#% !!% !A ##;%A

#A]!< A < <

%!# #<# #$ #!;>B

合计
Y9)/: $NB &> #!;<N

#%#

! !



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0/12) 3214 +/5 !6#$7 89:;&<4 =9;$

!

上接第
!"!

页
"

于较低的水平
!

提示黑水县当前的内脏利什曼病疫

情还处于死灰复燃阶段
!

是开展防治工作的有利时

期
!

一旦防治措施得当
!

疫情容易得到控制
"

否则
!

一旦疫情发展
!

则控制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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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等发

达国家主要从硬件和实践上建立网络教学的环境#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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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我国的网络教育教学主要用于高等教育
!

集中

在一些
!##

高校
!

没有实现普及
"

齐齐哈尔医学院近

两年开始尝试这一教学模式
!

受到了广大师生的逐

步认可
"

网络互动教学模式
!

主要包含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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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

学习媒体资源环境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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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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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探索
*

科研精神
"

由于网络

环境能为学习者提供图文音像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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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互

动画面
!

能为学习者提供符合人类联想思维与联想

记忆特点的
*

按照文本结构组织的大规模知识库与

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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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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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己获

取知识甚至创造新知识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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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病原生物学教学主要是通过理论课讲授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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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课辅导学生了解病原生物的形态
!

用肉

眼观察大体标本或用显微镜观察镜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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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

学网络互动课程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网络技术
!

针对传统教学的需要起辅助和补充课堂教学的作用
!

且优势明显
(

一方面
!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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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课外时间
!

通过网络有针对性地补缺
*

补差
!

通过

网络上的多媒体课件及在线测试去解决学习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

使学生的学习内涵得以丰富
*

外延得以扩

展
)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课堂讨论进行师生交流和

学生交流
!

有利于教学相长
!

而且网络互动可以减轻学

生语言表达的急迫感
"

与面对面交际相比
!

网络交流使

得学生在讨论时更加轻松
!

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

因

为没有其他同学盯着自己#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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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
!

网络互动教学

模式应用效果较好
!

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

有机

整合了多媒体课件
*

在线资源等的网络教学平台
!

为学

生提供了更好的虚拟学习环境
!

有效地缩短了师生之

间的距离
!

值得在本科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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