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患者
C3

P

及
I0)YBX

的检测!可在
7Y:

患者的心肌损伤

可逆阶段作出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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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阴道分泌物革兰氏染色镜检结果分析

汪文明!

"简
"

芳'

"杨
"

夕!

"黄仁河!

"李
"

平!

!

!2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

6&%6&&

,

'2

重庆市南川区宏仁医院急诊科
"

6&%6&&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阴道分泌物白细胞数量!

\VY

#及女性不同年龄阶段中滴虫$霉菌及线索细胞的检出率%方法
"

对阴道

分泌物进行革兰氏染色"经显微镜检测其中的
\VY

$滴虫$霉菌及线索细胞%结果
"

阴道分泌物中滴虫在
\VY$l

和
\VY6l

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2(*8

"

'$2"&8

"霉菌在
\VY'l

$

\VY$l

时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2&"8

"

'"26&8

"线索细胞则在
\VY

)

!&

+

CX

时检出率较高"为
%2"!8

,

E

均小于
&2&!

,滴虫$霉菌$线索细胞均在育龄期女性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2"68

"

'&2"#8

"

*2$#8

"

E

均小于
&2&(

%结论
"

滴虫$霉菌$线索细胞的检出率与女性阴道炎性反应程度及年龄段有关%

关键词"体内分泌物,

"

滴虫性阴道炎,

"

线索细胞,

"

白细胞,

"

霉菌

!"#

&

!&2$"#"

+

/

2100-2!#*$)6!$&2'&!!2&$2&((

文献标识码"

V

文章编号"

!#*$)6!$&

!

'&!!

#

&$)&$"#)&'

""

阴道炎是妇科门诊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阴道分泌物检查

为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本文对
$%"'

例阴道分泌物标本中滴虫&霉菌及线索细胞的检出情况与镜检

\VY

数量!女性年龄段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就诊的

妇科患者
$%"'

例!年龄
!&

!

*%

岁%按女性各时期生理特点

将年龄分为
$

个阶段-

!

.

'性成熟前期*

!&

!

!%

岁,

'6(

例!育龄

期*

$

!%

!

6%

岁,

$!($

例!绝经期*

$

6%

!

*%

岁,

6"6

例%

?2@

"

仪器及试剂
"

日本
A=

P

5

O

N0

双筒显微镜+

&2!(654=

(

9

生理盐水!革兰染液%

?2A

"

方法
"

*

!

,标本采集'由妇科医生用窥阴器扩张阴道后!

用无菌棉拭子在阴道后穹窿&子宫颈或阴道壁上旋转拭取分泌

物!立即送检%*

'

,操作'将采集的标本立即涂于洁净的玻片

上!干燥固定后进行革兰染色!待染片干燥后在油镜下观察滴

虫&霉菌&线索细胞%

?2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率的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E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镜检阳性率
"

$%"'

例阴道分泌物经革兰染色后镜检!滴

虫&霉菌&线索细胞的阳性率分别为
%2##8

&

!"2*#8

&

#2"8

!

其中霉菌的阳性率显著高于滴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2@

"

阴道分泌物中滴虫&霉菌&线索细胞的阳性率与镜下

\VY

数量分析结果
"

见表
!

%

@2A

"

滴虫&霉菌&线索细胞的检出率与各年龄组进行分析
"

见

表
'

%

表
!

""

阴道分泌物中滴虫%霉菌%线索细胞阳性率与

"""

镜下
\VY

的关系

\VY

*(

CX

,

#

滴虫*

8

, 霉菌*

8

, 线索细胞*

8

,

)

!& **6 &2(' '26( %2"!

!l !&'! $2&6 !(2'% *2"$

'l "'& #2"# $!2&" *2$"

$l %!$ !%2(* '"26& (26!

6l $#6 '$2"& !%2"# !2#(

表
'

""

滴虫%霉菌%线索细胞的阳性率与

""

各年龄组的关系

年龄组*岁,

#

滴虫*

8

, 霉菌*

8

, 线索细胞*

8

,

!&

!

!% '6( '2*( %2(* 62&%

$

!%

!

6% $!($ %2"6 '&2"# *2$#

$

6%

!

*% 6"6 *2#" !*2#! (2'#

A

"

讨
""

论

细菌性阴道病*

E,3+G>1,=M,

.

1-4010

!

VJ

,是一种由部分厌氧

菌和兼性厌氧菌的过度增殖以及正常菌群*乳酸杆菌,的减少

或缺失所引起的多细菌性紊乱疾病-

'

.

%阴道加特纳菌是
VJ

的主要病原菌-

$

.

%线索细胞是胞浆内寄生了大量阴道加特纳

细菌或其他短双歧杆菌的阴道上皮细胞-

6

.

%快速&简便诊断阴

道加特纳菌以镜下发现具有典型特征的线索细胞为主要依

据-

(

.

%滴虫&霉菌或阴道加特纳菌感染女性泌尿生殖道时!破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D9,EFGH

!

F,>3I'&!!

!

J4=2$'

!

K42$



坏了阴道乳酸杆菌产酸作用!使其自净作用减弱!容易引起致

病菌感染而发生炎性反应!因而分泌物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VY

%本文对滴虫&霉菌&线索细胞阳性率与镜下
\VY

数量

进行分析!霉菌在
\VY'l

!

$l

之内检出率较高!为
$&2'"8

*

('(

(

!*$$

,!占检出霉菌的
#%2'*8

*

('(

(

*#"

,!显著高于

\VY!l

的 阳 性 率 *

!(2'%8

,和
\VY 6l

的 阳 性 率

*

!%2"(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线索细胞在
\VY

'l

之内检出率较高!为
%2&$8

*

'!%

(

'*!(

,!占检出线索细胞

的
%!2$68

*

'!%

(

'#%

,!明显高于
\VY$l

的阳性率*

(26!8

,

和
\VY6l

的阳性率*

!2#(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说明线索细胞容易在
\VY

数量不多的情况下检出!这

与加特纳菌引起的细菌性阴道炎!炎性反应不明显!分泌物中

不多有关-

#

.

%而滴虫在
\VY$l

和
\VY6l

时阳性检出率明

显高于
\VY'l

以内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表明女性在感染滴虫后!易继发细菌性阴道炎!因而阴道分泌

物中会出现大量的
\VY

%

女性因年龄变化!其生殖系统也呈生理上的变化%从新生

儿期到青春期*即性成熟前期,!阴道组织解剖特点可使阴道管

腔封闭!能初步防御病原体进入阴道%女性性成熟后到绝经

前!即育龄期女性!因受雌激素的作用!阴道上皮细胞增生!上

皮细胞中糖原含量丰富!有利阴道乳酸杆菌生长而使其
O

C

维

持在
62&

!

62(

-

6

.

%但此年龄阶段的女性因月经&妊娠&糖尿

病&应用免疫抑制剂&避孕药&广谱抗生素及皮质激素等因素影

响!使机体内正常菌群失调!导致条件致病菌大量繁殖!容易引

起病原体感染-

*

.

%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水平下降!阴道壁萎

缩!上皮细胞糖原含量降低!不利于阴道乳酸杆菌生长而产酸

降低!其
O

C

值上升!局部抵抗力减弱!此时容易导致病原菌感

染%据文献报道!真菌感染与老龄化因素密切相关-

%

.

%本文中

滴虫&霉菌&线索细胞的检出率与各年龄组进行分析发现!滴

虫&霉菌在育龄期和绝经期女性标本中检出率明显高于性成熟

前期女性检出率*

E

)

&2&!

,!而线索细胞在育龄期女性标本中

检出率高于绝经期和性成熟前期女性标本检出率*

E

)

&2&(

,%

此外!本研究中滴虫&霉菌在
\VY

)

!&

(

CX

的检出率分

别为
&2('8

!

'26(8

!这与女性在感染滴虫或霉菌早期!继发

细菌性阴道炎不明显有关%此时!阴道分泌物上皮细胞仍较

多!滴虫&霉菌容易被上皮细胞遮掩而被漏诊-

"

.

%因此!对女性

阴道分泌物标本检测时!应注意对易感年龄阶段女性分泌物标

本中不同病原体的留心检测!特别是分泌中
\VY

不同数量的

情况下应加强对病原菌的寻找!以防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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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菌株的耐药性分析

谭雪梅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

6&6&&&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本院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Q:V90

#细菌的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表型

筛选法分离到产
Q:V90

的大肠埃希菌和克雷伯菌"统计耐药及分布情况%结果
"

检出产
Q:V90

菌株
**

株"其中大肠埃希菌
("

株$肺炎克雷伯菌
!*

株$产酸克雷伯菌
!

株"总检出率为
6&2(8

%产
Q:V90

的阳性菌株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为
&2&8

"对磺胺

类耐药率为
%&2(8

$喹诺酮类耐药率为
#$2#8

%结论
"

产
Q:V90

的大肠埃希菌和克雷伯菌具有多重耐药性"临床应根据细菌培

养$药敏试验结果来选择治疗方案%

关键词"

$

内酰胺酶类,

"

埃希氏菌属,

"

克雷伯菌属,

"

抗药性

!"#

&

!&2$"#"

+

/

2100-2!#*$)6!$&2'&!!2&$2&(#

文献标识码"

V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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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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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GT+G-HGH0

O

G3+>N5EG+,)=,3+,5,0G0

!

Q:V90

,是质粒介导的由
$

)

内酰胺酶*

EG+,)=,3+,5,0G0

!

V97

,基

因突变而形成的一类酶!是丝氨酸蛋白酶的衍生物%随着第三

代头孢菌素广泛使用!产
Q:V90

细菌的检出率逐年升高-

!

.

%

为了解本院产
Q:V90

细菌的耐药性及其分布情况!本文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从本院住院患者标本中分离到的

产
Q:V90

细菌的检出率和耐药情况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2?

"

标本来源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自血液&

尿液&痰&胆汁&穿刺液的标本!分离出产
Q:V90

菌株
**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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