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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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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研究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和其他感染性腹泻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症候特点%以提高临床

医生对二者的非细菌学简易鉴别能力'方法
!

对
#%"

例临床菌痢与
)%&

例其他感染性腹泻患者的流行病学和临

床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同时再通过多因素分析筛选鉴别两者的相关因素'结果
!

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好发季节

有所不同#

7

"

"/"'

$%前者夏季多发%后者秋季更为多见'菌痢患者发热&里急后重&黏液便&脓血便及左下腹压痛

较其他感染性腹泻多见%而后者以恶心呕吐&水样便及稀便较多见%差异均有显著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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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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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发现%发病季节&里急后重&发热&大便性状及左下腹压痛
'

个因素与菌痢的诊断密切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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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里急后重&黏液便及左下腹压痛是临床诊断菌痢和其他感染性腹泻的主要鉴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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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是由志贺菌属引起的

肠道传染病%因其发病率高&传染性强%在国内外传

染病中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全球每年发

生腹泻病达数十亿人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病率

仍居高不下%仅我国每年腹泻病患者达上亿人次%其

中%菌痢发病始终占法定甲&乙类传染病之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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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人群对菌痢普遍易感%型间无交叉免疫%且菌型

多&菌株耐药性增加等综合因素%菌痢传播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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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及范围广%严重危害人群身体健康%已成为一个突

出的公共卫生问题'本文对
!""+

年夏&秋两季节我

院肠道门诊临床诊断的早期急性菌痢及其他急性感

染性腹泻患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症候进行大样本对

比研究%以期对早期鉴别诊断菌痢和其他感染性腹

泻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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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资料来源
!

收集我院肠道门诊
!""+

年
(

/

##

月就诊的
#%"

例临床诊断为菌痢和
)%&

例其他感染

性腹泻患者的一般资料&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

验室检测结果等进行对比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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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
!

急性菌痢诊断主要依据病史&症

状&体征和大便常规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诊断%病例均

符合菌痢诊断标准#

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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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起

病%排便次数
#

)

次,
C

%大便性状改变%镜检白细胞

#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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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红细胞%病程
$

#%C

%伴或不伴发

热&腹痛&里急后重&左下腹压痛'其他急性感染性

腹泻诊断标准按照卫生部0感染性腹泻的诊断标准

及处理原则1#

4K#+"#!$#&&+

$(急性起病%排便次

数
#

)

次,
C

%大便性状改变%除外食饵性腹泻&症状

性腹泻&过敏性腹泻&糖源性腹泻&非特异性溃疡性

结肠炎等非感染性腹泻%病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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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及流行病学调查
!

由统一培训的肠

道门诊医生对患者或其亲属进行询问%并填写统一

制定的个案调查表'血常规及大便常规检查由医院

检验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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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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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P??#)/"

统计软件%计数

资料采用
!

! 检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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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检验*多因素分析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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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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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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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患者的性别及年龄分

布比较
!

菌痢组
#%"

例%男&女各
+"

例#

'"/""J

$%

平均年龄 #

)(/!"/#(/+(

$岁*其他感染性腹泻组

)%&

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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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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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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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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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平均年龄 #

)(/'*/#(/!&

$岁'两组年

龄构成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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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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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次之*其性别

及年龄差异均无显著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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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的流行病学分布比较

!

比较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例在病前
#

周是否

接触腹泻患者&有无在外就餐史&是否饮用生水或过

期饮用水&进食生冷食品几方面%两组之差异均无显

著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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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例的流行病学分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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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发病月份及季节分布

比较
!

两组病例发病月份分布略有不同%菌痢在
*

月份发病较多*好发季节也有所不同%菌痢夏季多

发%感染性腹泻秋季更为多见'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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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的发病月份&季节比较#例%

J

$

7$:/'4

!

N.);-$)C'=$'.).D.)'=;.DL$0%&&$>

,

C

,

'=);=>

,

$)C.;-=>%)D=0;%A=C%$>>-=$

#

0$'=

%

J

$

项目
菌痢

#

*.#%"

$

感染性腹泻

#

*.)%&

$

!

!

7

季节
!

夏季
+&

#

'(/%)

$

#(!

#

%(/%!

$

%/"# "/"%

!!!

秋季
(#

#

%)/'+

$

#*+

#

')/'*

$

%/"# "/"%

月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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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临床症候比较
!

菌痢

病例发热&里急后重&黏液便&脓血便较感染性腹泻

多见%而感染性腹泻则以恶心呕吐&水样便及稀便较

为多见*尽管腹痛所占比例在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但左下腹压痛在菌痢患者中更为多见'另外%感染

性腹泻的中位大便次数为
%

#

)

(

+

$次%菌痢的中位

大便次数为
'

#

%

(

+

$次%两组差异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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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临床症候比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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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菌痢

#

*.#%"

$

感染性腹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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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症状

!

发热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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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急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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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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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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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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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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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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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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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左下腹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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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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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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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呕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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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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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大便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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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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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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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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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

析
!

以腹泻分类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居住地&季

节&在外就餐史&腹泻患者接触史&饮用生水或过期

饮用水&进食生冷食品&里急后重&发热&大便性状

#分为水样便&稀便&黏液便&脓血便
%

组%以水样便

作为参照进行分类变量设置$&大便次数&恶心呕吐&

腹痛及左下腹压痛作为自变量 #分类变量-有,是.

赋值为
#

%-无,否.赋值为
"

*女性赋值为
#

%男性赋

值为
!

$%进行
=&

2

3)%3'

回归分析'变量筛选方法

为前向逐步法#条件似然比$%进入标准为
7

"

"/"'

%

剔除标准为
7

%

"/#

'结果显示%季节&里急后重&

发热&大便性状及左下腹压痛和进食生冷食品
(

个

因素进入回归方程'其中%前
'

个因素与菌痢的诊

断均有显著相关性 #均
7

"

"/"'

$%而大便性状与菌

痢关系最为密切'有脓血便表现者患菌痢的可能性

是水样便表现者的
'%/)*

倍%而黏液便是水样便的

!%/&)

倍*有里急后重的腹泻患者患菌痢的可能性

是无里急后重者的
!/!&

倍%伴有发热者为不伴发热

者的
!/#%

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腹痛未被选出%

但左下腹压痛这一体征却与菌痢密切相关%有左下

腹压痛者患菌痢的风险是无该体征者的
)/+&

倍*同

时发现%夏季患菌痢的风险为秋季的
!/+!

倍'见表

'

'

表
M

!

菌痢与其他感染性腹泻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7$:/'M

!

N6&;%A$>%$;=$)$&

,

'%'.)>=&$;=CD$0;.>'.DL$0%&&$>

,

C

,

'=);=>

,

$)C.;-=>%)D=0;%A=C%$>>-=$

相关因素
"

D0F H.56 7 IM &'N!>

季节
#/"" "/)! &/(( "/"" !/+! #/%'

(

'/##

里急后重
"/*) "/)% (/#" "/"# !/!& #/#&

(

%/%!

发热
"/+( "/!* +/'' "/"# !/#% #/!%

(

)/(*

稀便
$"/!) "/)+ "/)* "/'% "/*" "/)*

(

#/('

黏液便
)/"+ "/%#("/%) "/""!%/&) ##/"*

(

'(/#"

脓血便
%/"" #/#!#!/(' "/""'%/)* (/"#

(

%&#/&"

左下腹压痛
#/)) "/(+ )/&* "/"% )/+& #/"!

(

#%/"!

进食生冷食品
$"/+' "/)* )/*( "/"' "/%* "/!)

(

"/&&&

!!

大便性状以水样便作参照

4

!

讨论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

"

%菌痢在我国乃至

全球发病率仍居高不下%是夏秋季腹泻的重要原因%

而对于菌痢的早期识别是控制疾病发展&蔓延&降低

发病率的关键'目前%对于菌痢的早期病原学诊断

技术尚不成熟%且所涉及的病原学多种多样%而常用

的检测方法周期长&费用高%故病原学检测一般不作

为临床常规检查!

)

%

(

"

'临床诊断多为经验性的%常

以临床表现和大便常规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的重要依

据%故深入研究菌痢和其他感染性腹泻的流行病学&

临床症候及大便常规等方面的鉴别点%对于疾病的

早期诊断与及时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组病例年龄构成中%不论是菌痢还是其他感

染性腹泻者均以
!"

(

)&

岁组居多%与我国其他地区

的报道相仿!

+

"

'分析其原因%上述年龄组人群社交

活动较多%外出就餐次数多%感染机会增加%因此应

进一步加强针对该年龄组人群的健康教育宣传%强

化防病意识'

本研究结果显示%菌痢和其他感染性腹泻在年

龄&性别&病前
#

周腹泻患者接触史&在外就餐史&饮

用生水或过期饮用水及进食生冷食品史等一些人口

因素及流行病学方面%两组差异无显著性%仅发病季

节及月份差异有显著性'菌痢在夏季尤以
*

月份发

病较多%而其他感染性腹泻则以秋季更为多见%发病

率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国内一些流行病学研究也

有类似报道!

*$&

"

'可能是因为高温时期%雨量较多%

高温高湿的气候更加有利于细菌特别是痢疾杆菌的

+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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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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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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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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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