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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了解济宁市煤矿开采区居民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状况，探讨影响因素，为开展防治工作提供

依据。方法  对济宁市某矿区342名居民进行血清Hp抗体测定，同时运用调查表进行相关行为的调查。结果

  矿区居民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为62.6％，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有逐渐增高趋势（rs=0. 73，P＜0. 01）；性别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 =2. 457，P=0. 117），运用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家庭进餐形式(OR=

3.862)、文化程度(OR= 0.721)、喜食醋(OR=0.542)、喜吃水果(OR=0.575)、儿童时口嚼喂养方式(OR=

4.885)、家庭月收入(OR=0. 450)是影响Hp感染的主要因素。结论  煤炭矿区居民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较

高，相关部门应针对高危人群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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