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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初、末海南地区胆石症特点的变迁
王海东，郑进方，邢贻雷

（海南省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摘要：为分析海南地区相隔近 ８年的两组胆结石患者的临床特点和胆汁细菌培养结果的变化。
笔者对 １９８９年 １０月 ～１９９４年 ３月 ２４６例（甲组）和 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 ～２００１年 ３月 １３５例（乙组）两
组胆结石患者的临床特点包括性别、年龄、结石部位、胆汁细菌培养结果等进行分析对比。结果显示

甲组平均年龄 ４４．３岁，乙组平均年龄 ５１．６岁。甲组单纯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分别占 ８．５％，
９１．５％，乙组分别占４８．１％，５１．９％。两组分别有 ２０．７％和 １４．１％合并胆道化脓性感染。甲组
９２．７％胆汁培养阳性，其中 Ｇ－杆菌占 ９２．２％，Ｇ＋球菌占 ７．８％；乙组 ４８．０％胆汁培养阳性，其中
Ｇ－杆菌占 ７５．９％，Ｇ＋球菌占 ２４．１％。提示海南地区近 ８年来胆结石患者平均年龄增高，胆囊结石
住院构成比呈增高趋势。胆道化脓性感染呈下降趋势，胆汁培养 Ｇ－杆菌下降，而 Ｇ＋球菌则有升高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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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石症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不同地区胆石病有
不同特点，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

变，同一地区不同时间层面胆石症会发生怎样的变

化？笔者将 １９８９年 １０月 ～１９９４年 ３月连续 ２４６
例胆石症患者的资料，与 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 ～２００１年 ２
月连续 １３５例胆结石患者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报
告以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病例分组
１．１．１　甲组　为我院肝胆外科 １９８９年 １０月 ～
１９９４年 ３月连续手术治疗的胆石症患者，共 ２４６
例，男 １０３例，女 １４３例，男女比为 １∶１．４，平均年
龄 ４４．３岁。
１．１．２　乙组　为我院 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 ～２００１年 ３
月连续手术治疗的胆石症患者，共 １３５例。其中男
６４例，女 ７１例，男女之比为 １∶１．１，平均年龄５１．６
岁。

１．２　疾病谱及胆汁培养结果
１．１．２　甲组　甲组单纯胆囊结石２１例，占８．５％；
各不同部位胆管结石（包括合并胆囊结石者）２２５
例，占９１．５％。有急性化脓性胆道感染者 ５１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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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２４６例胆汁培养中，２２８例培养有菌生长，

培养阳性率为 ９２．７％。胆管结石 ２２５例，培养阳

性为 ２２３例（９９．１％）；胆囊结石 ２１例，培养阳性

５例（２３．８％）。共培养出需氧菌株 ２３０株，其中

Ｇ－杆菌 ２１２株，占 ９２．２％；Ｇ＋球菌 １８株，真菌 １

株。其前 ４位依次为埃希氏菌属 ９２例（４０．０％）、

克雷 伯 菌 属 ３９例 （１７．０％）、肠 杆 菌 属 ２６例

（１１．３％）、假单胞菌属 １６例（７．０％）；Ｇ＋球菌 １８

例，占７．８％，其前两位为肠球菌属７例（３％）、葡萄

菌属 ７例（３％）（见附表）。

１．１．２　 乙 组 　 乙 组 单 纯 胆 囊 结 石 ６５例，占

４８．１％；胆管结石（包括合并胆囊结石者）７０例，占

５１．９％。急性化脓性感染 １９例，占 １４．１％。１３５

例胆汁培养 ５８例培养阳性。６５例胆囊胆汁中 １２

例培养阳性，占 １８．５％；７０例胆管胆汁中 ４６例培

养阳性，占 ６５．７％。共培养出需氧菌株 ５８株，Ｇ－

杆菌 ４４例，占 ７５．９％，其中埃希氏菌属占４３．１％，

克雷伯菌属占 １５．５％；Ｇ＋球菌 １４例，占 ２４．１％，

其中肠球菌占 １３．８％（附表）。

２　统计学分析

甲组胆囊结石占 ８．５％，胆管结石占 ９１．５％；

乙组胆囊结石占 ４８．１％，胆管结石 ５１．９％。经 χ２

检验，两组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的构成比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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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Ｐ＜０．０５）。胆汁细菌培养阳性中，甲组 Ｇ－

杆菌占 ９２．２％，Ｇ＋球菌占７．８％；乙组 Ｇ－杆菌占

７５．９％，Ｇ＋球菌占 ２４．１％，两组 Ｇ－杆菌和 Ｇ＋球

菌的构成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附表　两组胆汁培养的细菌种类及数量

细菌菌属
甲组

ｎ 百分比

乙组

ｎ 百分比

Ｇ－杆菌 ２１２ ９２．２ ４４ ７５．９

　埃希氏菌属 ９２ ４０．０ ２５ ４３．１

　克雷伯菌属 ３９ １７．０ ９ １５．５

　肠杆菌属 ２６ １１．３ ３ ５．２

　假单胞菌属 １６ ７．０ ２ ３．４

　沙雷菌属 １３ ５．７ ０ ０

　变形杆菌 １０ ４．３ ０ ０

　不动杆菌属 ４ １．７ ３ ５．２

　其它 １２ ５．２ ２ ３．４

Ｇ＋球菌 １８ ７．８ １４ ２４．１

　肠球菌属 ７ ３．０ ８ １３．８

　葡萄菌属 ７ ３．０ ３ ５．２

　链球菌属 １ ０．４ ３ ５．２

　其它 ３ １．４ ０ ０

３　讨　论

本资料显示甲组男女之比为 １∶１．３６，乙组男女

之比为 １∶１．１。男女之间比例渐趋接近。甲组平

均年龄 ４４．３岁，乙组 ５１．６岁，后组比前组升高 ７

岁，说明近年来海南地区胆石病患者中男性构成比

增高，发病平均年龄呈增高趋势。

甲组单纯胆囊结石 ２１例，占 ８．５％；胆管结石

２２５例，占 ９１．５％。乙组单纯胆囊结石 ６５例，占

４８．１％；胆管结石 ７０例，占 ５１．９％。显示近年来

临床上胆结石手术患者中，胆囊结石所占构成比由

甲组的 ８．５％升高至乙组的４８．１％，而胆管结石所

占构成比由甲组的 ９１．５％降到乙组的 ５１．９％，其

变化有显著性差异。与 ８年前相比，胆囊结石患者

构成比明显提高，而胆管结石构成比明显下降，提

示胆囊发病率呈增高趋势。

甲组 ２４６例中，发生胆道化脓性感染 ５１例，占

２０．７％，而乙组胆道化脓性感染 １９例，占 １４．１％，

呈下降趋势。表明一方面由于医疗条件改善，患者

就医较早，而另一方面，胆管结石所占比例下降，也

可能是使胆道化脓性感染下降的一个原因。

本研究中甲组 ２４６例胆汁培养阳性者 ２２８例，

占９２．７％，２２８例共培养出需氧菌 ２３０株，其中 Ｇ－

杆菌 ２１２株占 ９２．２％，其前 ４位依次为埃希氏菌

属 ９２例、克雷伯菌属 ３９例、肠杆菌属 ２６例、假单

胞菌属 １６例；Ｇ＋球菌 １８例，占 ７．８％，其前 ２位

为肠球菌属 ７例、葡萄菌属 ７例。乙组 １３５例胆汁

培养阳性 ５８例，占 ４３．０％。５８例共培养出需氧菌

５８株，其中 Ｇ－杆菌 ４４株占 ７５．９％，其前 ４位依

次为埃希氏菌属 ２５例、克雷伯菌属 ９例、肠杆菌属

３例、不动杆菌属 ３例；Ｇ＋球菌 １４例，占 ２４．１％，

其前两位为肠球菌属 ８例、葡萄菌属 ３例。甲乙两

组 对 比，胆 汁 培 养 Ｇ－ 杆 菌 从 ９２．２％ 下 降 到

７５．９％，其前 ４位顺序未变，但其百分比都在下降，

而 Ｇ＋球菌则从 ７．８％上升到 ２４．１％，其肠球菌属

增加较多，从 ３％上升到 １３．８％，这一变化符合近

年来胆汁细菌培养的总趋势［１］。

在乙组 １３５例胆结石病例胆汁细菌培养阳性

５８例，占 ４３．０％。有 １９种 ５８株细菌，其中 Ｇ－杆

菌占 ７５．９％，其中埃希氏菌属占 ４３．１％，克雷伯

菌属占 １５．５％。Ｇ＋球菌占 ２４．１％，其中肠球菌占

１３．８％，其菌群分布与国内外报道相似［２，３］。大肠

埃希氏菌和肠球菌等在人体肠道属于正常菌群，胆

管存在结石时局部抵抗力降低，肠道细菌逆行进入

胆道成为条件致病菌，胆道感染多属内源性感染。

胆汁培养阳性的细菌种类多达 １９种，说明胆道感

染中菌群分布的复杂性［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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