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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拥有共同的传播途径%人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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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者*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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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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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中死于肝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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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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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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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疾病仍是导致艾滋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

因%同样也是合并
8<F

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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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的主要

死亡原因'在合并
8<F

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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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患者

中%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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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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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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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者

死因主要为肝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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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广泛应用%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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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综合征和病死率大大下降%但却使肝

炎病毒在协同感染者中的致病作用日益凸现'由于

上述病例大多数均发现较晚%住院时已到艾滋病晚

期%合并多种感染%最后多因感染死亡%未能及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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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从而导致因肝衰竭死亡的比例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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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有肝功能损害%考虑与终末期多器

官功能损害有关%但未发现有肝衰竭者'说明肝炎病

毒感染是导致
8EF

感染者肝衰竭的主要原因'

单纯
8EF

感染组中有
#

例患者在夜间不明原

因猝死%考虑可能为服药自杀'艾滋病患者知道病

情后往往心理压力巨大%且容易被家人&朋友抛弃&

歧视%从而容易产生自杀心理'故对艾滋病患者心

理的疏导治疗非常重要'

本资料显示%肺部感染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仍

是导致艾滋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
8EF

合并
8<F

和,或
8KF

感染者的主要死亡原因'这

主要与合并感染者自身缺乏艾滋病相关知识%并有

吸毒等不良习惯%对艾滋病检查和治疗依从性差有

关'因此%应普及艾滋病知识%对更多有感染
8EF

高危行为者进行
8EF

筛查'随着我国免费

822BI

治疗的普及%也应重视防治病毒性肝炎导

致的肝脏损害'同时在艾滋病终末期的治疗中%需

积极防治肺部及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及时进行

822BI

治疗%提高患者的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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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食物比较容易腐败%误食污染食品的概率大大

增加*同时%高温天气人们饮用生水&进食生冷食品的

行为更为频繁%增加了感染疾病的机会'故应加强夏

秋季菌痢及其他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和监测工作'

在临床症候方面%尽管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

中位大便次数差异无显著性%但仍各有特点'首先%

前者以里急后重&脓血便及黏液便较为突出%分别占

)#/%)J

&

'/+#J

和
''/""J

%其构成比显著高于后

者的
#)/%+J

&

"/!&J

与
%/'*J

*而后者则以水样便

及稀便较多见%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

7

"

"0"#

$'

另外%菌痢病例发热占
%(/%)J

%显著高于其他感染

性腹泻的
!*/"*J

*而后者则以恶心呕吐居多%占

)!/"&J

%显著高于前者的
!!/*(J

'虽然两组间腹

痛差异无显著性%但腹痛的特点不同%菌痢左下腹压

痛相对更为多见'可见%虽然二者临床症候有许多

相似之处%甚至有所重叠%但若综合多个方面进行比

较%仍可仅通过临床症候及体征对二者进行有效的

鉴别'

为进一步剔除混杂因素%探讨腹泻患者流行病

学&临床症候及实验室结果等相关因素与诊断菌痢

的相关性%本研究采用二分类
=&

2

3)%3'

回归进行多

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大便性状与菌痢关系最为密切'

以水样便为参照%大便性状为脓血便者患菌痢的可

能性是水样便者的
'%/)*

倍%而黏液便是水样便的

!%/&)

倍*伴有里急后重的腹泻患者患菌痢是无里

急后重者的
!/!&

倍*伴有发热者为不伴发热者的

!/#%

倍'虽然腹痛未被选出%而左下腹压痛这一体

征却与菌痢密切相关%其患菌痢的风险是无该体征

者的
)/+&

倍'另外%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的好发

季节也略有差异%夏季患菌痢的风险为秋季的
!/+!

倍'值得注意的是%进食生冷食品的
7

值恰为

"/"'

%尽管其可信区间不包含
#

%但其上限为
"/&&&

%

已非常接近
#

%可见进食生冷食品对于患菌痢和其

他感染性腹泻的风险非常接近'

尽管菌痢的确诊依赖于病原学%但由于其耗时

长%难以满足临床对于急性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

的早期鉴别并合理用药之要求'故在实际工作中%

常根据流行病学&症状体征及大便常规结果等相关

信息作出临床诊断'同时%应注意了解腹泻患者是

否伴有发热及左下腹压痛%特别是对于后者%易因工

作繁忙而被遗漏'因此%应综合多方面信息进行判

断%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误诊率%做到对腹泻患者的

合理用药'

"参 考 文 献#

!

#

"

!

周萍
/

细菌感染性腹泻研究进展!

M

"

/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

%

+

#

%

$(

)'&$)(#/

!

!

"

!

孙培源%秦安莉%蒲永兰
/

北京市海淀区
#&&&

/

!""'

年细菌性

痢疾流行特征!

M

"

/

首都公共卫生%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细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诊断标准及

处理原则!

?

"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

!

%

"

!

曲芬%毛远丽%鲍春梅%等
/!"""

(

!"")

年北京地区
#'%!

株腹

泻病原菌药敏试验结果分析!

M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

"

!

凌苏%赵星祥%华冰
/

感染性腹泻病原菌及药敏分析!

M

"

/

中华

传染病杂志%

!""'

%

!)

#

'

$(

)%+$)%*/

!

(

"

!

孙培源%蒲永兰%孙亚敏
/

北京市海淀区
!""+

年细菌性痢疾

流行病学调查!

M

"

/

职业与健康%

!""&

%

!'

#

)

$(

!*'$!*+/

!

+

"

!

李晓光%魏洁%林菲%等
/('!

例临床诊断细菌性痢疾患者的流

行病学特点!

M

"

/

中华医学杂志%

!""&

%

*&

#

'

$(

)!'$)!+/

!

*

"

!

徐伟%吴伟
/!""'

年北京市朝阳区细菌性痢疾发病分析!

M

"

/

预

防医学情报杂志%

!""(

%

!!

#

)

$(

))%$))'/

!

&

"

!

贾蕾%黎新宇%刘桂荣%等
/

北京气象因素与细菌性痢疾发病

关系的研究!

M

"

/

现代预防医学%

!""+

%

)%

#

#)

$(

!%+"$!%+!/

!上接第
#*#

页"

!

+

"

!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

慢性乙型

肝炎防治指南!

M

"

/

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

%

#

#

#

$(

(+$+(/

!

*

"

!

K%0$E

%

N04.A=>)K

%

H-$>B

%

+%.5/E)0>=$'%)

9

#.>;$&%;

,

C6=;.

=)C"';$

9

=&%A=>C%'=$'=%)

:

$;%=);'T%;--6#$)%##6).C=D%0%=)"

0

,

A%>6'%)D=0;%.)

!

M

"

/<&%)%)D=0;H%'

%

!""#

%

))

#

#"

$(

#+&'$

#+&+/

!

&

"

!

I-%.<R

%

?=$L=>

9

!<

%

?*.&$'*

,

BM>

%

+%.5/8EF"#

%

-=

:

$;%;%'

KA%>6'

%

$)C>%'*.D&%A=>">=&$;=C#.>;$&%;

,

%);-=N6&;%0=);=>

<.-.>;?;6C

,

#

N2<?

$!

M

"

/R$)0=;

%

!""!

%

)("

#

&)%&

$(

#&!#$

#&!(/

!

#"

"

?$&#.)"<=>.)H

%

R=TC=)<

%

N.>&$;P

%

+%.5/R%A=>C%'=$'=$'

$#$

(

.>0$6'=.DC=$;-$#.)

9

8EF%)D=0;=C

:

$;%=);'

(

>.&=.D

-=

:

$;%;%'<$)CKA%>6'='$)C$&0.-.&

!

M

"

/8=

:

$;.&

%

!""'

%

%!

#

(

$(

+&&$*"'/

!

##

"张彤%吴昊%张可%等
/

艾滋病患者死亡原因分析!

M

"

/

首都医科

大学学报%

!""!

%

!)

#

!

$(

#%*$#'"/

!

#!

"刘水腾%陆普选%周亚红%等
/!"

例艾滋病死亡原因分析!

M

"

/

实

用预防医学%

!""+

%

#%

#

#

$(

*($*+/

!

#)

"

R=''=&&'B

%

R==)</N$)$

9

=#=);.D-=

:

$;%;%'K%)

:

$;%=);'

0.%)D=0;=CT%;-;-=-6#$)%##6).C=D%0%=)0

,

A%>6'

!

M

"

/!6>M

<&%)N%0>.L%.&E)D=0;H%'

%

!""%

%

!)

#

'

$(

)(($)+%/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E)D=0;<.);>.&F.&&3.)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