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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市免费婚前医学检查中指定传染病分析
陈素华，刘永珍，汤　丽（四川省阆中市妇幼保健院，四川阆中 637400）

摘要：目的　了解婚前医学检查中指定传染病的检出情况，为预防和控制传染性疾病提供依据。方法　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分析 2013 －

2015 年阆中市免费婚前医学检查中指定传染病的检出情况。结果　阆中市 3 年间婚检应检 34386 人，参加检查 26796 人，婚检率为 77.93％；

检出指定传染病1226例，检出率4.58%。其中乙型肝炎最高（4.28%），其余依次为梅毒（0.26％）、HIV 感染（0.022％）和尖锐湿疣（0.004％），

未检出淋病和肺结核。结论　乙型肝炎是婚前医学检查中检出率最高的传染病，建议将淋病检测方法由分泌物涂片改为分泌物培养，以提高淋

病检出率，婚前医学检查可以减少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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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规定的婚前医学

检查的主要疾病为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以

及与婚育有关的重要脏器疾病和生殖系统疾病。指定传染病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

梅毒、肺结核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

婚前医学检查是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

和辅助诊断检查。2013 年 1 月起阆中市开展了自愿免费婚前

医学检查，现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阆中市婚前医学

检查中发现指定传染病的特征进行分析，为相应传染病的预

防控制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按照《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卫基妇发［2002］

147 号）的检查要求，收集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来阆中市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婚前医学检查者的临

床及实验室检查资料。

1.2 检测试剂与仪器

HBsAg、抗 -HIV 检测采用金标法，试剂由厦门英科新创

科技公司提供。梅毒采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

初筛，采用梅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确证，

仪器为迈瑞 BS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 Tecan 酶标分析仪。

设备均经过校准强检，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1.3 诊断方法

所有检验项目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操作，试验步骤及

结果严格遵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

1.4 诊断标准

HBsAg 阳性视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阳性合并转

氨酶增高超正常 2 倍以上，转上级医院诊治经随访确诊者为

乙型肝炎。经随访排除乙肝者为乙肝病毒携带。抗 -HIV 初筛

阳性者由南充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认实验室进行确

认 [2]，抗 -HIV 阳性无临床症状者为 HIV 感染者。肺结核在本

院行胸透检查，疑为肺结核者转阆中市人民医院进一步诊治，

经随访确诊者为肺结核患者。排除陈旧性肺结核患者。尖锐

湿疣以“醋酸白现象”为初筛阳性，以病理报告为确诊依据。

淋病以取泌尿生殖道分泌物在玻片上均匀涂抺，革蓝氏染色，

在多形核白细胞内找到革蓝氏阴性双球菌诊断为淋病。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分类变量不同率的比较采

用 χ2 检验，分类变量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

分析，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对 2013 － 2015 年婚检率进行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

发现婚检率与年份无相关性（r＝-0.006，P=0.2661），见（表

1）。

表 1：阆中市 2013 － 2015 年婚检人数及婚检率

检查年度
实检人数

总检人数 应检人数 婚检率（%）
男 女

2013 4654 4658 9312 12000 77.6
2014 4289 4291 8580 11000 78
2015 4452 4452 8904 11386 78.20
合计 13395 13401 26796 34386 77.93

2.2 检出传染病概况

婚检中发现指定传染病1222人，传染病检出率为4.56％。

其中乙型肝炎检出率最高，为 4.28％，其余依次为梅毒 0.26

％、HIV 感染者 0.022％、尖锐湿疣 0.004%、淋病 0、肺结核

0（表 2）。男性乙型肝炎检出率比女性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 为 60.715、p ＜ 0.05）；女性梅毒感染检出率比男性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为 12.279、p ＜ 0.05）；男女

HIV 感染和尖锐湿疣检出率无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0.00、

2.021，P ＞ 0.05）。经分泌物涂片检查，未发现革蓝氏阴性

双球菌阳性或可疑阳性需做培养确诊者（表 2）。

表 2：不同性别间指定传染病的检出情况

疾病名称
男 女 合计

检出人数 检出率（%） 构成比（%） 检出人数 检出率（%） 构成比（%） 检出人数 检出率（%）构成比（%）

乙型肝炎 782 5.84 95.37 366 2.73 90.15 1148 4.28 93.63

梅毒 34 0.25 4.14 37 0.28 9.10 71 0.26 5.80

HIV 感染 4 0.03 0.49 2 0.015 0.50 6 0.022 0.49

肺结核 0 0 0 0 0 0 0 0 0

尖锐湿疣 0 0 0 1 0.007 0.25 1 0.004 0.08

淋病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820 6.12 100 406 3.032 100 1226 4.56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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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类传染病逐年检出率与婚检率的相关性

根据 Spearman 相关分析，乙型肝炎以及乙肝病毒携带者

的检出与婚检率无相关性（分别为 r ＝ 0.903，P ＞ 0.05，以

及 r＝ -0.585，P ＞ 0.05）见（表 3）。

表 3：2013 － 2015 年度传染病检出率与婚检率变化的关系

年度 婚检率（%）
检出率（%）

乙型肝炎 乙肝病毒携带 梅毒 肺结核 HIV 感染 尖锐湿疣 淋病

2013 77.6 0.34 3.50 0.22 0 0 0 0

2014 78.0 0.48 4.45 0.22 0 0.032 0 0

2015 78.2 0.85 0.49 0.36 0 0.035 0.011 0

3 讨论
传染病是威胁人群健康、影响社会安定、制约经济发展

的主要问题之一 [3]，婚前保健是防止疾病传播和遗传、预防

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

本研究显示，阆中市 2013 － 2015 年免费婚检乙型肝炎

检出率最高，居各传染病之首，其余依次为梅毒、HIV 感染。

这与国内相关报道一致 [4]。据 WHO 报道，全球约 20 亿人曾

感染过 HBV，其中 3．5 亿人为慢性感染者， 每年约有 100 

万人死于 HBV 感染所致的肝衰竭、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 [5]。

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体液传

播，其中母婴传播是我国乙型肝炎最为重要的传播方式 [6]，

而 HBV 对精子染色体有明显的致畸变效应 [7]。因此，为了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控制乙型肝炎的继续传播已经刻不容缓。

本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乙型肝炎与乙肝病毒携带呈上升趋

势，与黄愈玲等报道相一致 [8]。

本资料显示，梅毒阳性检出率高于江苏省张家港市蔡新

红报道的 0.13％ [2]，低于浙江省沈国平报道的 0.3%[4]，但

HIV 感染率则高于沈国平的报道。而目前在新开展的全国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中尚无 HIV 的检查项目 [9]，因此，婚检

中进行 HIV 抗体筛查就显得尤其重要。

本资料显示，尖锐湿疣检出率低，可能与该病的体征较

为明显，一经发现能够马上就医治疗有关。淋病是目前世界上

发病率最高的性病，流行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治疗不及时

可转变为慢性，蔓延到整个泌尿生殖系统造成不孕不育 [10]。

取尿道或宫颈分泌物作涂片检查，男性阳性率可达 90％，女

性则为 50％～ 60％，总体阳性率不高。而培养是当前诊断淋

病的金标准，女性阳性率可提高到 80％～ 90％ [10]，而我市免

费医学检查却未发现可疑淋病患者。因此，建议今后可将涂

片检查淋病的方法改为淋病诊断金标准 - 培养法，以提高淋

病的阳性检出率。

综上所述，尽管婚检人群中指定传染病检出率并非很高，

但是作为婚配双方及准备孕育下一代的特殊人群，一旦感染

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应加强婚前医学检查，加大健

康教育宣传力度，及时控制和治疗传染病，防止夫妻、母婴

间传播，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保障家庭幸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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