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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带菌对儿童 HP 感染根除后
1 年再感染率的影响

项立 ,文飞球 ,唐沂 ,李玉华 ,卓卫华 ,李国锋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 ,广东 深圳 　518020)

　　[摘 　要 ] 　目的 　探讨父母带菌对儿童幽门螺杆菌 ( HP) 感染根除后 1 年再感染率的影响。方法 　对经13 C

尿素呼吸试验 (13 C2Urea Breath Test , 13　C2UB T)监测 HP 已经根除的反复腹痛患儿 26 例及其父母进行 3 ,6 ,12 个

月门诊随访并复查13 C2UB T。结果 　患儿组 3 ,6 ,12 个月仅 1 例再感染 HP ,HP 再感染率均为3. 85 % ,而同期父母

组 HP 带菌率分别为80. 8 % ,84. 6 % ,84. 6 %。结论 　儿童 HP 根除后年再感染率很低 ,其父母亲 HP 带菌对儿童

HP 根除后 1 年再感染率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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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门螺杆菌 ( HP) 感染与人类上消化道疾病有

密切关系 ,其传播途径和方式目前尚未完全清楚。

以往的研究表明 , HP 感染容易在家庭成员之间传

播 ,并且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我们对 HP 成功根

除的反复腹痛儿童及其父母亲同期进行13 C2尿素呼

吸试验 (13 C2UB T) ,以监测父母亲 HP 感染状况对

儿童 HP 感染成功根除后 1 年的再感染的影响 ,现

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病例选择

所有病例都符合以下条件 :年龄 2～14 岁 ;有反

复发作的上腹部或脐周隐痛 ,疼痛无固定规律 ,疼痛

时间为 3 个月～2 岁 ,腹痛不伴呕吐及腹泻 ,进行驱

蛔虫治疗无效 ,腹部 B 超无异常 ;初次就诊及检查

前 2 周无服药史 ;无青霉素过敏史 ;13 C2UB T 及血

清 HP2Ig G测定二项阳性 ;经洛赛克、克拉霉素、阿

莫西林三联 1 周治疗 ,停药后 1 月随访13 C2UB T 证

实 HP 已被根除。纳入本研究的病例共 26 例 ,女 13

例 ,男 13 例 ,平均年龄6. 4岁。患儿的父亲和/ 或母

亲亦作为研究对象。

1 . 2 　方法

1. 2. 1 　测定方法 　受检者空腹 4 h ,饮用 50 ml 柠

檬酸饮料 ,饮用后 5 min ,10 min 分别向 2 支试管内

吹气 ,密封待查 ,作本底空白对照 ;随即饮用溶有13

C 标记的尿素溶液 50 ml ,含13 C 尿素 100 mg ,休息

待查 ,并填写腹痛调查表 ;饮用13 C 尿素溶液后 30 ,

35 ,40 min 分别向 3 支试管内吹气 ,密封待查 ;由

ABCA 系统 (Automatic Breath 13　C Analyser) 测定试

管内气体中13 CO2 的含量 ,计算机分析结果[1 ] 。

1. 2. 2 　随访 　HP 根除后 3 ,6 ,12 个月门诊复诊 ,

同时复查患儿及其父亲和或母亲的13 C2UB T。

2 　结果

　　HP 根除后 3 ,6 ,12 月同期家庭 HP 感染以及患

儿 HP 再感染情况比较。

由表可见 ,患儿 HP 根除后 3 ,6 ,12 月 HP13 C2
UB T 阳性率分别为3. 85 % ,3. 85 % ,3. 85 % ,即再感

染率均很低 ,或者说 HP 根除后 12 月至少有 96 %左

右的患儿保持 HP 持续阴性 ,而同期其父亲或/ 和母

亲的 HP 阳性率均在 8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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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5～7 d ,还应注意抗真菌药物的应用 ,以预防二

重感染。另外 ,无时无刻注意严格的无菌技术是预

防感染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本组无 1 例发生感染性

心内膜炎。出院后应加强随访 ,观察心脏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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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HP 根除后 3 ,6 ,12 月同期家庭 HP 感染以及患儿 HP 再感染情况比较

n
3 月

13　C2UBT 阳性 阳性率 ( %)

6 月

13　C2UBT 阳性 阳性率 ( %)

12 月

13　C2UBT 阳性 阳性率 ( %)

患儿 26 1 3. 85 1 3. 85 1 3. 85

患儿父母亲 26 21 80. 8 22 84. 6 22 84. 6

3 　讨论

　　已证实 ,HP 感染是小儿慢性活动性胃炎、消化

性溃疡等上消化道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HP 在儿

童的反复腹痛病症中也起重要作用。

人群对 HP 普遍易感。不同的国家、地区、种

族、社会经济条件、家庭卫生环境及个人卫生习惯

HP 的感染率有明显差异。同时 , HP 感染还有明显

的家庭聚集性[2～4 ] ,当家庭成员中有 HP 感染时 ,儿

童的 HP 感染率增高 ,由于 HP 感染途径和方式目

前尚未完全清楚 ,推测口 - 口、粪 - 口途径皆有可

能。父母感染 HP 后儿童毫无保护的暴露于传染源

中 ,密切的生活接触 ,使 HP 容易在家庭成员之间传

染。我们的资料显示 ,儿童 HP 根除后经过 3 月、6

月、12 月随访 ,均仅有3. 85 %的儿童再感染 HP ,虽

然同期这些儿童的父母有很高的 HP 感染率 ,这些

儿童也完全暴露于受 HP 感染父母的传染源中。这

些结果提示 ,儿童 HP 根除后 1 年内再感染率很低 ,

父母 HP 感染或带菌对儿童 HP 根除后 1 年的再感

染率影响不大。儿童 HP 感染根除后 1 年以上是否

再感染尚待观察与研究。

虽然人类对 HP 普遍易感 ,HP 在人群个体之间

互相传染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有许多环节仍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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