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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目的3了解东湖区 "--$.&###年 "’所医院性病流行病学动态42方法3用性病疫情软件分析 "’所医院的性病

专 报42结果35 性病发病报告数由 "--$年的""&-例上升到 &###年的"$0’例67淋病的构成由 "--$年的 **8-9下降到

&###年 的 &1809/非 淋 菌 性 尿 道(宫 颈)炎 与 尖 锐 湿 疣 分 别 由 "--$年 的 "*8"9和 0&8$9/上 升 到 &###年 的 &08"9和

018:96; 性病的高发年龄为 &#<0-岁年龄组42结论3东湖辖区医院性病就诊人数逐年上升/患者以性活跃年龄为主4
关键词!性传播疾病=流行病学6淋病=流行病学6非淋菌性尿道炎=流行病学6尖锐湿疣=流行病学

中国分类号!>$’-8#"6>"1"81 文献标识码!?

我站于 "--:年被列为全国性病监测点之一/近年来性病 疫

情报告得到了改进和完善4本文对东湖区 "--$.&###年 "’所医

院性病报卡疫情进行分析/结果报告如下4

@ 资料与方法

资 料来自辖区 "’所医院性病疫情报卡4病种 包 括 淋 病A梅

毒A尖 锐 湿 疣(BC)A非 淋 菌 性 尿 道 炎(DEF)A生 殖 器 疱 疹A性 病

性淋巴肉芽肿A软下疳 $种4全部资料输入全国性病疫情管理系

统软件中进行分析4

G 结果

&H" 流行趋势 我区 "--$."---年性病报卡病数呈 明 显 上 升

趋势/报告数分别为""$-A&#*&A&*:$例4&###年"$0’例较前两

年 有 不 同 程 度 下 降/"---年 与 "--1年 比 较/梅 毒 增 长 幅 度 最 大

(1&8’9)/其次为 尖 锐 湿 疣(’’8:9)和 生 殖 器 疱 疹(0$8’9)/非

淋菌性尿道炎增长 &#8:9/淋病略有下降(."&8’9)/见表 "4
&H& 病 种 构 成 *年 $*&0例 IJK病 前 ’位 依 次 为 尖 锐 湿 疣

(0’809)A淋 病 (0*8#9)A非 淋 菌 性 尿 道 炎 (&&809)A梅 毒

(’8:9)和生殖器疱疹(&8’9)4尖锐湿疣呈逐年上升趋势/构成

比 由 "--$年 的 0&8$9上 升 到 &###年 的 018:96淋 病 则 呈 下 降

趋势/由 "--$年 *’8#9下降到 &###年的 &18094软下疳及性病

淋巴肉芽肿构成比历年均在 #8’9以下4

表 " 东湖区 "--$.&###年 IJK病种分布及构成

年度
尖锐湿疣

病例 9

淋 病

病例 9
DEF

病例 9

梅 毒

病例 9

生殖器疱疹

病例 9

软下疳

病例 9

淋病肉芽肿

病例 9

合 计

病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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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0’H0 &’&0 0*H# ":’- &&H0 *"& ’H: ":: &H’ "& #H": - #H"& $*&0 "##

&H0 传播方式 *年资料统计/IJK的传播来源以非 婚 性 接 触

传 播 为 主($#8:9)/其 次 为 经 配 偶 传 播("*819)/间 接 传 播

("*809)和母亲传播(#8&9)/血液传播的比例最低/为 #8#194
传播方式构成比历年变化不大4
&H* 人群分布

&H*H" 性 别 年 龄 分 布 $*&0例 病 人 中/男 女 性 别 比 为 "8"-L
"4男性以淋病所占比例最大/第二位为尖锐湿疣4女性以尖锐湿

疣发病居多4女性淋巴肉芽肿A尖锐湿疣A非淋菌性尿道炎高于男

性4男性生殖器疱疹A淋病发病远高于女性/见表 &4

病 人 以 &#<&-岁 和 0#<0-岁 年 龄 组 发 病 最 高/分 别 占

*:819和 008196其次为 *#<*-岁组占 "08’9/见表 04
表 & 东湖区 $*&0例 IJK的性别分布

尖锐

湿疣
淋病 DEF 梅毒

生殖器

疱疹
软下疳

淋巴肉

芽肿
合计

男 "#:1"1#: $$: &&" "*$ 1 0 *#H&-
女 "’’* $"$ 110 "-" 0- * : 00H-*

性别比 #H:- &H’& #H11 "H": 0H$$ &H## #H’# "H"-

表 0 东湖区 "--$.&###年 IJK年龄分布

年度
#<

病例 9
"岁<

病例 9
"#岁<

病例 9
"’岁<

病例 9
&#岁<

病例 9
0#岁<

病例 9
*#岁<

病例 9
’#岁以上<
病例 9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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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文化职业分布 IJK病例中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 例/构 成 比 最 高/为 $$8:96其 次 为 小 学 和 大 专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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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 $%%例&分别占 ’($)和 ’(*)+学龄前儿童&仅 ",例&占

,("*)-
从历年的报告发病数来看&工人患性病比重最大-占 *"(.)

/.*"!0!1.*2+其次为待业和个体者&分别是"!,.和".1!例&占

..(’)和 "$(%)+之后为干部 ’(")&饮食服务人员 #(%)3供销

人 员 1(,)3其 它 职 业 *(%)3农 民 *(1)3驾 驶 员 "(’)+构 成 比

最少的为儿童和学生&分别占 ,(1)和 ,(,!)-

4 讨论

*5" 性病疫情的变化 自从 "’’$年下半年我站开始性病专报

以 来&性 病 报 告 病 例 数 逐 年 增 长/.,,,年 因 部 分 医 院 人 员 变 动&
迟报增多2-原因是多方面的67政府部门加强了对各地性病防治

的领导&对性病疫情报告工作逐渐重视-8医务人员的报病意识

逐步提高&零报告和不报告现象减少-9健康教育的力度加大&人
们对性病知识逐步提高&就诊意识加强&到正规医院就诊的病人

比例增多-:卖淫嫖娼现象的存在&是造成性病持续增长的一个

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综合执法&彻底铲除卖淫嫖娼

现象&广泛3持久地开展健康教育&普及性知识如性病防治知识&
推广使用安全套-
*5. 性病报告还有待完善 我区有省3市3区及厂矿医院诊所&
还有数 ",,家社会团体办的医疗单位和个体诊所&而报告的医院

只有省市两级 "#所&其他医院或诊所则很少报甚至零报告-尤其

是个体诊所&误诊3漏诊3漏报3不报现象普遍-建议卫生行政部门

按照国家颁发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要求&加强性病诊疗秩

序的管理&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加大对社会办医和个体诊所的传

染 病 防 治 监 督&对 漏 报 和 不 报 性 病 者&应 予 严 惩&以 净 化 医 疗 市

场&提高性病的报卡率-
*5* 人群发病模式 不同年龄的各年龄组性病病例中&以 .,=
*’岁人群发病最多&患者集中发生在性活跃年龄-性病患者多数

为中学文化程度&职业以工人3待业3个体3干部居多-建议在中学

时期开展早期性教育&加强对青少年性道德及性病防治知识的教

育-加强对中青年干部的教育&以党纪法规来规范干部的行为&恪
守性道德&为群众树立良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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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6",,!>.!,#/.,,"2,1>,,.#>,. ?调查研究@
福州铁路分局客运乘务员膳食调查

邱福东&陈 晋&王庆国 /福州铁路卫生防疫站&福建 *#,,"*2

摘要6A目的B了解铁路客运乘务员的膳食营养状况-A方法B用称重法和询问法对福州分局所属客运乘务员进行调查-
A结果B食物搭配不够合理&乳类3水果3薯类的摄入量缺乏&谷类摄入量偏低&禽畜类则以猪肉为主-能量及各类营养素摄入

量 与膳食供给量标准/CDE2相比&能量3蛋白质3脂肪3铁3抗坏血酸和烟酸的摄入量基本满足机体需要&而视黄醇摄入量不

足&钙3核黄素摄入量严重不足&脂肪的热比为 *1(1)&铁的摄入量为 *%($FG/有 "$(!)的铁来自动物性食物2&胆固醇的摄

入量过高-A结论B对食物结构应作适当调整-
关键词6膳食营养+铁路乘务员+膳食调查

中图分类号6C"#* 文献标识码6H

铁路客运乘务员肩负着安全输送旅客的任务&常年多半时间

食宿在列车上&受噪声和振动的影响&这期间合理膳食不可忽视-
为了解福州铁路分局客运乘务员膳食情况&判断膳食结构是否合

理以及是否达到营养平衡&并为合理调整食物结构&改善其膳食

质量提供依据&于 "’’’年 1月对福州分局所属列车的客运 乘 务

员进行了膳食调查-

I 材料和方法

"5" 调查对象 福州铁路分局客运乘务员&包含列车员3餐车炊

事员3乘警3行李员以及检车人员-福州列车段有 #个车队/乘务

员"%,,人2&本次选择长途运营的福州至北京/",组23福州至上

海/$组2和福州至厦门至杭州/",组2这 *个车队/共"*%,人&占
总 人 数 !!)2&并 从 这 *个 车 队 中 各 随 机 抽 取 "组 进 行 调 查&共

"##人-
"5. 调查方法 采用称重法对列车往复运行全程&包括列车在

折返站停留时段&乘务员在餐车摄入食物量进行抽查-乘务员额

外添加的食物量用询问法进行调查-
"5* 资 料 整 理 餐 车 供 应 量 与 个 人 额 外 摄 入 量 之 和 为 总 摄 入

量-将乘务员性别3年龄和劳动状况换算成J标准人K&计算每日平

均摄入量-按中国营养学会 "’%%年 ",月推荐的膳食热能及各种

营养素供应量标准/CDE2进行评价-

L 结果

.5" 一般情况 乘务员每日两餐正餐/",6*,及 "$6*,23两餐点

心/"*6*,及 ..6*,或 "6*,2-乘务员的伙食标准由列车段统一规

定&餐车的餐料也是统一定点供应-
.5. 膳食构成 表 "显示&总摄入量与餐车供应量差距不明显&
铁路乘务员食物消费与J’,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K
中确定的 .,,,年我国人民食物消费的基本目标相比&提示 禽 畜

类3鱼虾类3蛋类3豆类3蔬菜和植物油的摄入量充足&而 乳 类3水

果3薯类和谷类的摄入量明显不足-禽畜类食物中 ’!)是猪肉&
缺乏其它禽畜肉及内脏-
.5* 膳 食 中 热 能 的 食 物 来 源 目 前 认 为 合 理 的 热 能 食 物 分 配

比A"B6谷类占 $,)=!,)&动物性食物及豆类不低于 .,)-铁路

乘务员膳食热量的谷物来源偏低+动物性食物及豆类提供的热能

较合理-能量的营养素来源/表 *2&营养素中&蛋白质所提供的热

能占总热能的比例为 "*(1)&接近于 ",)=".)的正常范围-脂

肪的热 比 为 *1(!)超 过 .,)=.#)的 正 常 范 围&也 超 过 世 界 卫

生组织建议的不超过 *,)的界限范围-
.51 膳食中蛋白质3脂肪3铁的食物来源 蛋白质来源于动物性

及豆类食物占 1’(,)&说明膳食蛋白质的质量较好&能满足机体

需要-植物性脂肪的构成比为 1%(,)&较为合理-铁来源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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