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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生殖道分泌物支原体培养及药敏分析

周铁明"刘
"

佩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长沙
6!&&&(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院泌尿生殖道分泌物支原体感染及耐药情况%方法
"

对
%'!

例就诊患者的泌尿生殖道分泌物进行解

脲脲原体!

LL

#与人型支原体!

FC

#检查%结果
"

总阳性率为
#$2$8

!

('&

+

%'!

#,感染者以性活跃年龄组!

'&

!

(&

岁#的人群为

主,对该地区支原体致病株耐药率最高的是环丙沙星!

LL%62%8

"

FC%%2$8

#%结论
"

支原体的培养和药敏结果对指导医生选

则治疗药物提供了有力依据%

关键词"支原体"生殖器,

"

泌尿道感染,

"

微生物敏感性试验,

"

抗药性,

"

敏感率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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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V

文章编号"

!#*$)6!$&

!

'&!!

#

&$)&6!&)&'

""

近年来!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在我国呈逐年上升趋势!

成为非淋球菌性泌尿生殖道炎的主要病原体-

!

.

%泌尿生殖道

支原体主要包括解脲脲原体*

N>G,

O

=,05,N>G,=

P

+13N5

!

LL

,与

人型支原体*

5

P

34

O

=,05,I451-10

!

FC

,%为了解本院就诊患

者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情况!指导临床用药!本文对
%'!

例

就诊患者进行了支原体培养及药敏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年
6

!

!&

月在本院就诊的泌尿或生殖

道感染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其中男
6$

例!女
**%

例%

?2@

"

标本采集
"

用消毒棉签擦去尿道口及宫颈口多余分泌

物!男性用无菌棉拭子取尿道内口
!

!

'35

处分泌物&前列腺

液&中段尿沉渣+女性取宫颈&阴道或阴道后穹隆分泌物!置无

菌管立即送检%

?2A

"

试剂及仪器
"

采用珠海浪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生产的

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一体化试剂盒和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

CC)V!!

型电热恒温培养箱%

?2B

"

方法
"

标本的处理&培养&鉴定和药敏试验的操作步骤和

结果判读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

@

"

结
""

果

@2?

"

%'!

例泌尿生殖系患者支原体检出率情况
"

见表
!

%

表
!

""

%'!

例泌尿生殖系患者支原体检出率情况&

#

#

8

$'

项目 合计*

#Z%'!

, 男性*

#Z6$

, 女性*

#Z**%

,

支原体阳性
('&

*

#$2$

,

!6

*

$'2#

,

(&#

*

#(2&

,

LL

阳性
'"*

*

$#2'

,

"

*

'&2"

,

'%%

*

$*2&

,

FC

阳性
''$

*

'*2'

,

(

*

!!2#

,

'!%

*

'%2&

,

LLlFC

阳性
!(%

*

!"2'

,

$

*

*2&

,

!((

*

!"2"

,

@2@

"

('&

例支原体阳性患者的年龄分布
"

!%

!

!"

岁占
&2#8

+

'&

!

$&

岁占
('2*8

+

$!

!

6&

岁占
$$2#8

+

6!

!

(&

岁占
"268

+

(!

!

#&

岁占
$2*8

%

@2A

"

('&

例支原体阳性患者药敏结果
"

见表
'

%

表
'

""

('&

例支原体阳性患者药敏结果&

#

#

8

$'

抗生素
LL

阳性*

#Z'"*

,

FC

阳性*

#Z''$

,

强力霉素
"

%

*

'2*

,

!(

*

#2*

,

红霉素
!%&

*

#&2#

,

'&"

*

"$2*

,

罗红霉素
!#(

*

((2#

,

'!#

*

"#2"

,

交沙霉素
$!

*

!&26

,

6(

*

'&2'

,

阿歧霉素
*"

*

'#2#

,

!$(

*

#&2(

,

克拉霉素
'"

*

"2%

,

*6

*

$$2'

,

甲砜霉素
"(

*

$'2&

,

!66

*

#62#

,

环丙沙星
'('

*

%62%

,

!"*

*

%%2$

,

可乐必妥
!%*

*

#$2&

,

!%&

*

%&2*

,

加替沙星
!&$

*

$62*

,

!'#

*

(#2(

,

A

"

讨
""

论

LL

引起人体泌尿生殖系统的感染!其致病机制可能是其

吸附宿主细胞后!可产生磷脂酶&尿素酶&

?

.

7

蛋白酶等侵袭性

酶和毒性产物有关%

LL

还有粘附精子的作用!阻碍精子的运

动!产生神经氨酸酶样物质干扰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且与人精

子膜有共同抗原!对精子可造成免疫损伤而致不育%

FC

可引

起盆腔炎&输卵管炎&产后热&阴道炎&宫颈炎&肾盂肾炎等%此

外
FC

也能引起新生儿感染!如脑膜炎&脑脓肿&硬脑膜下脓

肿-

'

.

%本组从
%'!

例受检标本本中共检出
('&

例阳性!总阳性

率为
#$2$8

!高于杨剑虹和曹季军-

$

.报道的
($2(8

%可能的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D9,EFGH

!

F,>3I'&!!

!

J4=2$'

!

K42$



原因有'患者感染初期不明显或未及时就医而导致疾病蔓延+

支原体主要传播途径为性传播和母婴传播!性接触和性伴侣的

增加与
LL

的带菌率呈正相关-

'

.

%另外!有资料报道支原体阳

性率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因为女性&男性解剖特征不同!支原体

定植机会也不同而造成检出率差异性-

6

.

!但因此次男性标本较

少!男女性支原体阳性率无可比性%

随着性成熟和性活动的增加!支原体感染率呈上升趋势%

在
%'!

例就诊患者中!以性活跃年龄组*

'&

!

(&

岁,的人群为

主!这个年龄组支原体感染率较高%此外!

(&

岁以上年龄组受

检人数较少!但同样具有一定感染率!也应引起重视%据报道!

婴幼儿可由感染的母亲在宫内或通过产道感染支原体-

(

.

%但

由于本次调查时间较短&标本较少等原因!未发现小年龄组人

群的感染者!但有研究表明各年龄组的人群均可感染支原体!

所以对人群的支原体感染应普遍重视%

由于临床滥用抗生素和不规范用药现象严重!导致支原体

耐药菌株不断出现%对本地区支原体致病株耐药率最高的是

环丙沙星*

LL%62%8

!

FC%%2$8

,%喹诺酮类药物*环丙沙

星和可乐必妥等,抗菌机制是通过抑制支原体
SK7

回旋酶而

影响
SK7

合成!干扰支原体的繁殖-

#

.

!其耐药机制主要是基

因突变导致靶酶的氨基酸改变从而导致耐药产生-

*

.

%喹诺酮

类药物是临床常用于治疗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的药物%随着这

类抗生素的广泛应用!支原体对其的耐药率也不断上升%四环

素类出于生产等原因!临床已较少使用!故此类药物对支原体

仍保持很好的敏感性%因此!在治疗由支原体引起的泌尿生殖

道感染前应进行药敏试验!以选用敏感的抗生素!以提高疗效&

减少支原体耐药性-

%

.

%

总之!支原体已成为非淋菌性尿道炎的主要病原体之一!

LL

和
FC

的感染率及其对药物的敏感性存在地区差异!因

此在临床工作中!支原体的培养和药敏结果对指导医生选则治

疗药物提供了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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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妊娠晚期妇女凝血
6

项结果的临床意义

刘媛媛

!武警辽宁省总队医院检验科"沈阳
!!&&$6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妊娠晚期妇女凝血
6

项结果的临床意义%方法
"

检测
$*(

例临产孕妇!试验组#和
!#&

例健康非孕妇女

!对照组#的凝血酶原时间!

X;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7X;;

#$凝血酶时间!

;;

#$纤维蛋白原!

?̀V

#

6

项指标%结果
"

与对照

组比较"试验组
X;

$

7X;;

$

;;

显著缩短"而
?̀V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E

)

&2&!

#%结论
"

对妊娠晚期妇女进

行凝血
6

项检查"有利于及时采取措施"减少产科意外的发生%

关键词"妊娠末期,

"

凝血酶原时间,

"

部分促凝血酶原时间,

"

凝血酶时间,

"

纤维蛋白原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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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V

文章编号"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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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妊娠期!孕妇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血清雌激素和孕

激素逐渐升高!并于晚期达到高峰!这些类固醇激素影响肝脏

的代谢!合成和分泌的功能!从而导致临产孕妇血液高凝状态

的形成-

!

.

%本文对
$*(

例临产孕妇凝血
6

项进行了检测分析!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本院产科入院的健康待产孕妇
$*(

例作为试验组!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2#

岁!孕期
$*

!

6&

周!无出血疾病及肝炎病史!产前无并发症!未使用任何药物%

对照组来自本院门诊健康非孕妇女
!#&

例!年龄
''

!

$&

岁!平

均年龄
'#2!

岁!无凝血机制障碍及血液系统疾病%

?2@

"

仪器及试剂
"

法国
:;7UA

半自动血凝分析仪及酸碱

试剂%

?2A

"

方法
"

抽取研究对象静脉血
!2% 59

!注入含
!&"

554=

(

9

枸橼酸钠的抗凝管中!混匀后!以
$&&&>

(

51-

!离心
!(

51-

%依据操作规程分别测定凝血酶原时间*

O

>4+I>45E1-

+15G

!

X;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3+1M,+GH

O

,>)+1,=+I>45E4)

O

=,0+1-+15G

!

7X;;

,&凝血酶时间*

+I>45E1-+15G

!

;;

,&纤维蛋

白原*

@1E>1-4

.

G-

!

?̀V

,

6

项指标!每次测定前先按规定做室内质

控!质控合格后再进行标本检测%

?2B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以
(b:

表示!数据处理采用

:X::

统计学软件!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E

)

&2&(

为差异有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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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D9,EFG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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