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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部分儿童幽门螺杆菌
963?!B69?!09.?基因型别分析

周颖%黄瑛%邵彩虹%王小卉%张冰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消化科%上海%"$!!$"#

%%!摘%要"%目的%了解上海部分地区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d/%的 S2C8)N2S8)(S-8的基因亚型'探讨其与儿

童上消化道疾病的关系& 方法%收集 "$$< 年 > 月至 "$$K 年 ! 月在我院行胃镜检查确诊d/感染 >9 例患者的胃黏

膜组织'分别进行聚合酶链反应$0&G%检测S2C8)N2S8和(S-8基因#病理检查胃窦黏膜炎症程度#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X[WF8%检测胃窦黏膜WD7H

*

和W[H# 的含量& 结果%S2C8基因单独检出率为 =>L$;< >̂<%'N2S8O! .̂! 单独检

出率为 !9L$!! >̂<%'N2S8O! .̂" 单独检出率为 #$L$"; >̂<%'(S-8! 单独检出率为 =;L$;= >̂<%'(S-8" 单独检出率

为 !9L$!! >̂<%'9L$> >̂<%的菌株(S-8! 和(S-8" 均阳性& 不同基因型菌株在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中的检出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6$>%& 不同基因型菌株与胃窦黏膜炎症的严重程度无关$!b$6$>%& 不同基因型菌株感

染的胃窦黏膜WD7H

*

)W[H# 的含量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b$6$>%& 结论% S2C8̂N2S8O! .̂" (̂S-8! 为上海部分地

区儿童中d/的优势基因型& 除了菌株因素外'宿主基因多态性)环境因素对于疾病的发生)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ZN +'N)"

!关%键%词"%幽门螺杆菌#S2C8#N2S8#(S-8#儿童

!中图分类号"%G<">6<%%!文献标识码"%8%%!文章编号"%!$$K :KK;$$"$!$%$# :$"=< :$>

963?' B69? 61:09.? 3.1#78%./#2\.509#<697.-%85#-00/#567.:2-#> 9;05:-.101

S;613;60

=0L-I'/3' 0-#$%I'/3' K0#LB*'(0+/3' "#$%&'*+(0?'' =0#$%.'/3(H)/34J)<*6:D)/:+8%*;:6+)/:)6+9+3A' B5'9(

76)/U;0+;<':*9+8H?7*/ -/'@)6;':A' K5*/35*'"$!!$"' B5'/* $0?*/3 I' CD*'9* A5?*/3K!>M!=;4G+D%

%%?</7-697* @<A.970B.%B+()N-O,(C2,-S2C8' N2S82)1 (S-8C-)+,R/-O+Pd-5(S+T2S,-3/R5+3($d6/R5+3(% (O+52,-1

P3+.S'(513-) OQPP-3()CP3+. C2O,3(S2)1 1Q+1-)251(O-2O-O() F'2)C'2(2)1 ,+-E/5+3-2/+OO(T5-C-)+,R/-H/'-)+,R/-

S+33-52,(+)6C.7;#:/%D3+.]2R"$$< ,+*2)Q23R"$$K' >9 S'(513-) A-3-S+)P(3.-1 A(,' d/ ()P-S,(+) TRC2O,3+OS+/R6

Z(+/O(-1 O/-S(.-)OA-3-,2U-) P3+.,'-C2O,3(S2),3Q.6S2C8' N2S82)1 (S-8C-)-OA-3-1-,-3.()-1 TR0&G6B'-

'(O,+5+C(S25S'2)C-O() ,'-C2O,3(S.QS+O2A-3--N25Q2,-16B'-5-N-5O+PWD7H

*

2)1 W[H# () ,'-C2O,3(S.QS+O2A-3-

.-2OQ3-1 QO()CX[WF86D./457/%S2C8' N2S8O! .̂!' N2S8O! .̂"' (S-8! 2)1 (S-8" A-3-P+Q)1 () =>L' !9L' #$L'

=;L 2)1 !9L +Pd6/R5+3(O,32()O' 3-O/-S,(N-5R6Z+,' (S-8! 2)1 (S-8" A-3-1-,-S,-1 () 9L +PO,32()O6B'-3-A-3-)+

O,2,(O,(S251(PP-3-)S-O() ,'-1(O,3(TQ,(+) +PN23(+QOC-)+,R/-OT-,A--) ,'-S'(513-) A(,' S'3+)(SC2O,3(,(O2)1 /-/,(SQ5S-36

7+2OO+S(2,(+) A2O+TO-3N-1 T-,A--) ,'-C-)+,R/-O2)1 ,'-1-C3--+P()P52..2,(+) +PC2O,3(S.QS+O26B'-3-A-3-)+

O(C)(P(S2),1(PP-3-)S-O() 5-N-5O+PWD7H

*

2)1 W[H# () ,'-C2O,3(S.QS+O2()P-S,-1 TR1(PP-3-),C-)+,R/-O+Pd6/R5+3(O,32()O6

E#1954/0#1/% S2C8̂N2S8O! .̂" (̂S-8! .2RT-,'-S+..+)-O,C-)+,R/-S+.T()2,(+) +Pd6/R5+3(() S'(513-) P3+.

F'2)C'2(6B'2,,'-3-A2O)+2OO+S(2,(+) T-,A--) d6/R5+3(C-)+,R/-O2)1 S5()(S25N23(2T5-OOQCC-O,O,'-/+,-),(253+5-+P'+O,

2)1 -)N(3+).-),P2S,+3O() ,'-1-N-5+/.-),+PS5()(S251(O-2O-O2,252,-35(P-6

!E;01F E#17.>%G.:067-' '()(' )' $*%*'ZN +'N)"

%%H.8 =#-:/*%d-5(S+T2S,-3/R5+3(# S2C8# N2S8# (S-8# &'(51

%%幽门螺杆菌$d/%是一种革兰阴性)螺旋状)微

需氧菌'其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胃粘膜相

关性淋巴样组织$]8[B%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

!99# 年kde将其列为W级致癌原& 全世界约一半

人感染d/'其中仅少部分人有临床症状!!"

& 现认为

菌株基因多态性)宿主)环境共同决定了疾病的转

归!""

& 已有研究显示 S2C8) N2S8)(S-8基因可能与

成人消化性溃疡)胃癌的发生有关'但这些基因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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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地区)人种差异!;"

&

发展中国家儿童是 d/ 感染的高危人群'其感

染率达 >$L

!#"

& 成人的流行病学资料表明*>$L以

上成人d/感染在儿童期获得'一旦感染'很少自然

根除'严重者可引起组织恶变& 目前对于d/致病基

因的研究多集中于成人'对于儿童的研究很少'尤其

是(S-8与国内儿童消化系统疾病相关性的研究更

少& 而对于儿童的研究可以为 d/ 感染相关疾病的

免疫学发病机制提供重要的依据'因为胃黏膜的变

化可以反映细菌H宿主相互作用的早期表现& 因此

本研究目的在于*$!%检测上海部分地区d/ 感染儿

童中S2C8) N2S8)(S-8在胃炎和消化性溃疡中的阳

性率#$"%比较菌株不同基因型与疾病类型之间的

关系#$;%比较不同基因型菌株感染的患儿其胃黏

膜组织学的表现有无差异#$#%比较不同基因型菌

株感染的患儿其胃黏膜 WD7H

*

)W[H# 的含量有无差

异& 通过该研究了解 d/ 感染的发病机制'评估患

儿临床病情及预后'为今后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提

供依据&

)I资料与方法

)6)I一般资料

"$$< 年 > 月至 "$$K 年 ! 月因消化道症状$上

腹部不适)腹痛)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至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行胃镜检查确诊 d/ 感染

患儿 >9 例$所有患儿均取胃窦黏膜组织行快速尿

素酶试验和病理检查'! 项阳性即临床诊断为d/ 感

染%& 对此 >9 例患儿的胃窦黏膜组织进一步行聚

合酶链反应$0&G%检测 Q3-8基因$所有类型的 d/

均能产生大量的尿素酶'而 Q3-8基因是尿素酶基因

的组成部分'因此检测该基因可以从分子水平诊断

d/感染!>"

%'以 >< 例阳性者为研究对象$慢性胃炎

#! 例'胃溃疡 ! 例'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 例%& 其

中男 ;> 例'女 "" 例'男t女为!6=t!#年龄为 # V!< 岁

$平均年龄为 !$6; 岁%'$ V>岁组 # 例'= V9 岁组 !>

例'!$ V!< 岁组 ;K 例& 所有患儿胃镜检查前 ! 个

月内没有服用过抗生素)质子泵抑制剂)d" 受体拮

抗剂)非甾体类消炎药等&

)J'I苏木精O伊红染色

取胃窦黏膜组织 " 块行病理检查'观察胃窦黏

膜的炎症程度'判断标准参照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

见$"$$='上海%中的慢性胃炎的病理诊断标准!="

'

即根据黏膜层慢性炎症细胞的密集程度和浸润深度

将黏膜的炎症程度划分为无病变)轻度慢性炎症)中

度慢性炎症和重度慢性炎症& 由不知菌株背景的病

理科医师读片&

)6&I模板制备

取胃窦黏膜 ! 块'用 0Q3-C-)-?780Q3(P(S2,(+)

g(,O$n(2C-)'Y-3.2)R%试剂盒抽提胃黏膜及可能的

d/基因组'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步骤和注意事项操

作& 基因?78:"$a保存备用&

)J*IGED反应

扩增d/ Q3-8)S2C8)N2S8)(S-8基因的引物见

表 !& 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合成& 反应体系$">

!

[%*双蒸水 !K6=

!

[#!$ i

TQPP-3"6>

!

[#17B0$6>

!

[#]C&5

"

!

!

[#引物各

$6>

!

[#模板 !

!

[#酶 $6#

!

[& 反应条件* 9>a预

变性 "$ .()' 9>a变性 ;$ O-S'退火 ;$ O-S'Q3-8)S2H

C8)N2S8O)N2S8.)(S-8!)(S-8" 的退火温度分别为

>Ka)><a)><a)>=a)>$a)>!a'<"a延伸 #$ O-S'

;9 个循环'最后 <"a延伸 < .()& "L琼脂糖凝胶电

泳'观察结果见图 !& 以d/ 7&B&!!=;< 作为阳性对

照$国际标准株7&B&!!=;< 由上海市消化病研究所

陆伦根教授惠赠%& 每次反应均设立阳性对照)阴

性对照和空白对照&

! " # $ % & ' ( ) * +,

-.

&,,

$,,

",,

% 图 )I963?'B69?'09.?基因 GED检测结果I

]*.23U-3'

!*(S-8!'"*(S-8" 阳性对照';*(S-8"'#*N2S8O! 阳性对照'>*N2S8O!'

=*N2S8.! 阳性对照'<*N2S8."'K*N2S8.!'9*S2C8阳性对照'!$*

S2C8

%%表 )I4-.?'963?' B69?'09.?的引物及产物大小

目的基因 引物序列 产物大小$T/%%

Q3-8 > H̀8&8BBY&Y8Y&YYY8&8YH;` "9#

> H̀&Y&&&88B&B&8&BBB8B&YH;`

S2C8

!<"

> H̀Y8B88&8YY&88Y&BBBBY8YYH; ;̀#9

> H̀&BY&8888Y8BBYBBBYY&8Y8H;`

N2S8O

!K"

> H̀8BYY888B8&88&888&8&8&H;` ">9$O!%

> H̀&BY&BBY88BY&Y&&888&H;` "K=$O"%

N2S8.

!K"

> H̀&88B&BYB&&88B&88Y&Y8YH;` ><$$.!%

> H̀Y&YB&B888B88BB&&88YYH;` =#>$."%

(S-8!

!K"

> H̀&B8B8Y&&8&BBB&BBBY&8H;` "#<

> H̀YBYBBBBB88&&888YB8B&H;`

(S-8"

!K"

> H̀YBBYYYB8B8B&8&88BBB8BH;` ""9 ;̂;#

> H̀BB8&&&B8BBBB&B8YB8YYB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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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IT"PO

!

和TVO* 的测定

取胃窦黏膜 ! 块'用 0ZF 液冲洗'吸干称重后'

装入放有 $6> .[0ZF 液的 X//-)13+P管中'于 #a

匀浆'# $$$ 3̂.()离心 > .()'取上清液& 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X[WF8%测定其含量& X[WF8试剂盒

购自美国G)?公司$进口分装%'按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其浓度以 /Ĉ.C表示&

)6ZI统计学分析

采用 F0FF !>6$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 采

用
!

" 检验)D(O'-3精确概率法)5+C(O,(S回归)多因素

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 !I$6$>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存在混合菌株感染的病例$含有 N2S8基

因O或 .混合亚型或 (S-8混合基因型者判断为混

合感染%不参与统计学分析&

'I结果

'J)I963?'B69?'09.?的检出率及与胃十二指肠疾

病的关系

在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组间 S2C8)N2S8O!^

.!)N2S8O! .̂")(S-8!)(S-8" 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b$6$>%'见表 "& 有 !! 株 d/ 扩增出 O!

型基因'但没有扩增出相应的 .区基因'占 !9L

$!! >̂<%& !! 株菌株扩增出 (S-8"'其中 !$ 株扩增

产物片段为 ;;# T/' ! 株菌株同时具有 ""9 T/ 和

;;# T/的扩增片段'提示存在混合感染&

%%表 'I963?' B69?'09.?在不同疾病组间的检出情况

I

!例$L%"

慢性胃炎

$/ c#!%

消化性溃疡

$/ c!=%

合计

$/ c><%

!值
!

" 值

S2C8 "K $=K% 9 $>=% ;< $=>% $6>;K $6<;;

N2S8O! "9 $<!% != $!$$% #> $<9% : :

N2S8.! K $"$% ; $!9% !! $!9% : :

N2S8." !# $;#% 9 $>=% "; $#$% : :

N2S8O! .̂! K $"$% ; $!9% !! $!9% !6$ $6$$#

N2S8O! .̂" !# $;#% 9 $>=% "; $#$% $6!#> "6;;=

(S-8! "K $=K% K $>$% ;= $=;% $6;!= !6;!#

(S-8" < $!<% # $">% !! $!9% $6#= $6=;"

(S-8! @(S-8 "; $<% " $!;% > $9% : :

'J'I不同基因型 \%菌株感染与胃窦黏膜炎症程

度的关系

不同基因型d/菌株感染在各胃黏膜炎症等级

组间的检出率见表 ;'各等级组间的检出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其中仅 ! 名患儿病理学检查提示存在

中H重度炎症'其菌株基因型为 S2C8̂N2S8O! .̂"^

(S-8! @(S-8"&

%%表 &I963?' B69?'09.?在各胃粘膜炎症等级组间的

检出情况I

!例$L%"

胃窦黏膜炎症程度

轻度$/c"!%轻H中度$/ c!<%中度$/c!K%

!值
!

" 值

S2C8 !# $=<% 9 $>;% !; $<"% $6>$! !6#99

N2S8O! != $<=% !! $=>% != $K9% : :

N2S8.! # $!9% " $!"% > $"K% : :

N2S8." !$ $#K% > $"9% < $;9% : :

N2S8O! .̂! # $!9% " $!"% > $"K% $6>;9 !6#"K

N2S8O! .̂" !$ $#K% > $"9% < $;9% $6>#K !6;$K

(S-8! !> $<!% K $#<% !; $<"% $6;$9 "6>!

(S-8" " $!$% = $;>% ; $!<% $6$99 #6K!!

(S-8!@(S-8" ! $>% " $!"% ! $=% : :

'J&I不同基因型\%菌株感染患儿胃窦黏膜T"PO

!

'

TVO* 含量比较

不同基因型$S2C8)N2S8)(S-8%菌株感染的患儿

其胃窦黏膜WD7H

*

)W[H# 的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 *I不同基因型 \%菌株感染组胃窦黏膜 T"PO

"

'

TVO*含量的比较I

$FJ;' /Ĉ.C%

WD7H

*

W[H#

S2C8

N2S8O! .̂!

N2S8O! .̂"

(S-8!

(S-8"

#!6K J!#6=

;96= J!$6K

;K69 J!$69

#"6$ J!#6K

;"6# J!"6$

><6= J#96>

>;69 J#$6"

>"6$ J;"6<

><6> J;96!

;=6# J">6<

H值 !6K>K $69=;

!值 $6!$9 $6#=!

&I讨论

S2C8基因是基因组中存在 S2C08W$S2C致病

岛%的标志'其通过转运相关毒素而参与d/ 诱导的

上皮细胞内酪氨酸磷酸化)细胞骨架重排)活化核转

录因子7DH

,

Z)诱导促炎因子的表达等'发挥其致病

作用& N2S8基因在所有的 d/ 菌株中都存在'但只

有 >$L左右的菌株有 N2S8蛋白的表达'其编码空

泡毒素使上皮细胞发生空泡样变性& N2S8基因结

构中存在信号系列区$O区'进一步分为 O!2'O!T'

O!S'O" 亚型%和中间区 $.区'进一步分为 .!2'

.!T'." 亚型%' O区和.区以不同的形式组成N2S8

嵌合体'即O! .̂!)O! .̂" 和 O" .̂"'它们与 d/ 的毒

力水平相关'其中 O! .̂! 型表现为较高的毒素活

性'O" .̂" 型检测不到空泡毒素活性'而O! .̂" 型菌

株介于两者之间& 近年来'研究者分别就自溃疡病

人和胃炎病人分离的 " 株d/'比较其.G78转录时

发现了一个新的基因& 当d/ 与胃上皮细胞接触后

可诱导该基因表达'因此该基因被命名为 (S-8$()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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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S-1 TRS+),2S,A(,' -/(,'-5(Q.%

!9"

& (S-8其基因位

点有两个主要变异体(S-8! 和 (S-8"'其具体功能目

前还不明确&

与成人相比'目前对于儿童中 d/ S2C8) N2S8)

(S-8基因与临床表现)感染后组织学变化)细胞因

子的研究分析较少& 而对于儿童的研究可以为 d/

感染相关疾病的免疫学发病机制提供重要的依据'

因为胃黏膜的变化可以反映细菌H宿主相互作用的

早期表现& 儿童时期根除d/ 可以降低成人时期消

化性溃疡)胃癌的发生率& 有研究显示 d/ 基因型

影响三联药物的治疗效果'如英国研究显示 N2S8

O! .̂" 与克拉霉素耐药有关!!$"

& 意大利的研究显

示 S2C8

@菌株感染的患者其治疗效果较好!!!"

& 因

此检测 d/ 基因型对于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

意义&

成人研究中'西方国家分离的 d/ 菌株约 >$LH

=<L具有 S2C8'而在日本)中国等亚太地区分离的

d/菌株S2C8阳性率高达 9$L以上!;'!"H!;"

& 本研究

S2C8检出率为 =>L'与本地区许春娣等!!#"报道的

相接 近 $ ="6;L%' 低 于 广 州 儿 童 中 的 报 道

$9$6#L%

!!>"

'高于以色列儿童中的报道$">L%

!!="

&

本研究 !9L菌株无法检测.区'与台湾人群中的报

道相似$均为 ";6;L%

!!<"

'提示 N2S8基因有显著变

异'尤其是中间区& 本研究中 S2C8

@

N̂2S8O! .̂" ^

(S-8! 的检出率最高'为本地区儿童 d/ 的优势基因

型'与广州儿童及浙江成人中的报道相一致!!>'!K"

&

葡萄牙儿童以S2C8

:

N̂2S8O" .̂" (̂S-8" 的检出率最

高!!9"

& 成人中d/的优势基因组合'在日本)朝鲜)

阿根廷为 S2C8

@

N̂2S8O! .̂! (̂S-8!

!K'"$"

'美国)哥伦

比亚为S2C8

@

N̂2S8O! .̂! (̂S-8"

!K"

&

以上各研究结果提示*d/基因存在地区分布差

异'成人和儿童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考

虑与细菌: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而这种相互

作用使得细菌在人体内进化过程中'发生基因突变

或在多种感染的菌株中'由于自然选择优势菌发生

变化'因此同一机体在不同的时期其感染的菌株基

因型不同!!9"

&

成人和儿童的研究均显示感染 d/ 的宿主存在

混合感染的情况'其中成人混合感染率高于儿童&

本研究中 > 株$K6KL%菌株 (S-8! 和 (S-8" 均阳性'

! 株菌株同时具有 ""9 T/和 ;;# T/ 的基因片段'均

提示存在混合感染'混合感染率为 !$6>L$= >̂<%&

在N2S8中未检测到混合感染'与其他报道不一致'

考虑与以下因素有关*$!% 对于 N2S8O或 .基因未

进一步行亚型$O!2'O!T'O!S'.!2'.!T%检测#$"%

收集的胃黏膜数目少'仅为胃窦黏膜'而未行胃体黏

膜检测& 台湾一项研究分别从胃窦)胃体黏膜抽提

?78进行菌株基因分型'混合感染率高达 =<L

!!<"

&

混合感染可能是原感染菌株在人体内由于药物)饮

食等因素诱导发生了变异所致& 此外有实验通过使

灵长目动物感染多株 d/ 后发现'多菌株感染在不

同时间会有变化'有时胃黏膜中为多菌株感染'有时

单一菌株定植占优势& 因此同一患者胃黏膜中有多

株d/定植可能反映了多细菌基因型对同一胃中不

同的)非重叠微小部位的适应&

本研究与葡萄牙)韩国的研究均显示菌株基因

型与疾病类型)炎症的严重程度无关!!9'"!"

& 而广州

的研究显示(S-8! 在胃黏膜病变程度中容易引起重

度炎症!"""

& 英国儿童研究显示S2C8与胃窦黏膜炎

症的严重程度相关!";"

& 以上研究结果各不一致'考

虑与以下因素有关*$!% 不同地区 d/ 菌株基因表

达类型不同#$"% 除了菌株因素外'宿主基因多态

性)环境因素对于疾病的发生)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而且这种作用从儿童时期持续至成人时期!""

#

$;% 感染一定基因型菌株的患者随着感染时间的延

长可能发生不同的临床疾病&

d/的致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一般认为与细胞

因子的介导有关& 细菌与胃黏膜上皮接触后刺激

B'$ 细胞分化为B'! 和B'" 细胞& 其中B'! 细胞分

泌WD7H

*

)B7DH

#

)W[H")W[H!" 等细胞因子'介导细胞

免疫& B'" 细胞分泌 W[H#)W[H!$ 等细胞因子'介导

体液免疫& B'! 和 B'" 互相制约'一般认为 B'! 介

导的细胞免疫在 d/ 发病中占优势'其抑制 B'" 细

胞分泌细胞因子'从而减少WC8的分泌'使机体不足

以清除d/

!"#"

& 许多研究显示 d/ 感染时机体 WD7H

*

)B7DH

#

等细胞因子分泌增多'而 W[H#)W[H!$ 等细

胞因子分泌减少!">H"="

& 因此本研究选择 B'! 代表

性的细胞因子$WD7H

*

%和 B'" 代表性的细胞因子

$W[H#%进行检测'以分析比较 d/ 不同基因型与其

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显示不同基因型菌株感染的胃窦黏膜

WD7H

*

)W[H# 的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动物实验亦

显示 d/ 感染早期体内 WD7H

*

含量增加'但其与

S2C8无关!"<"

& 本研究中 S2C8

@的表达与 W[H# 之间

无统计学关联'而意大利成人的研究!"K"显示 S2C8

:

感染的患者其胃窦黏膜 W[H# 的含量高于 S2C8

@感

染的患者& 结果的不一致考虑可能与儿童 d/ 感染

后产生的免疫反应不同于成人有关&

本研究分析了上海部分地区儿童 d/ S2C8) N2H

S8)(S-8基因亚型的分布特点'提示 S2C8̂N2S8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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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8! 为本地区儿童中d/的优势基因型& 不同

基因型菌株与疾病的类型)胃窦黏膜炎症的严重程

度无关'不同基因型菌株感染的胃窦黏膜WD7H

*

)W[H

# 的含量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均提示宿主因素)环

境因素在d/ 的致病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明确& 此外本研究中

发现d/感染患儿中存在混合感染情况'是否存在

混合感染的患者病情更加严重'治疗效果差有待扩

大标本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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