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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妇科门诊细菌性阴道病联合检测的结果及分析

朱丽莎!

#王凤玲!

#冉
!

训(

#艾
!

彪!

!

!,

湖北省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3*3)))

)

(,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3*3())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妇科门诊
!)))

例有阴道异常分泌物的患者进行细菌性阴道病联合测定及分析#辅助诊断细菌性阴道

病#监测女性生殖道微生态平衡%方法
!

采集阴道分泌物#涂片#湿片检查滴虫$霉菌及清洁度)应用
TK

反应板加热器行细菌性

阴道病联合测定并监测女性生殖道微生态平衡状态%结果
!

TK

是生育期女性最常见的生殖道感染疾病#其发病率!

*(,(Z

"远

大于滴虫!

+,*Z

"和霉菌!

((,3Z

"感染%结论
!

细菌性阴道病对女性的危害是多方面和严重的#希望引起妇女的普遍重视#关爱

女性健康#从预防做起#减少细菌性阴道病的发生率%

关键词"细菌性阴道病)

!

滴虫感染)

!

霉菌感染)

!

生殖道微生态平衡

!"#

(

!),*"#"

)

-

,.//0,!#1*23!*),()!(,)*,)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23!*)

!

()!(

"

)*2)*3"2)(

!!

细菌性阴道病$

D967<?.9:[9

B

.08/./

!

TK

%是指一类在细菌

学上表现为生殖道正常菌群$产
\

(

N

(

的乳酸杆菌%数量减少!

代之以一组厌氧菌群$类杆菌属"加得纳菌属等%数量增加!阴

道液生物化学性质发生明显生态学变化而导致的临床症候

群-

!

.

#其临床表现为白带增多"变稀"有异味而无明显阴道黏

膜炎症改变#阴道感染时!由于致病菌的入侵与大量增殖!导

致正常菌群改变!阴道细胞坏死!阴道分泌物的化学性质发生

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三高一低,!即
F

\

升高!致病菌分

泌的胞外酶$唾液酸酶%增高和代谢产物增高!阴道内白细胞"

吞噬细胞等阴道细胞被细菌破坏释出的白细胞酯酶增高!以及

正常菌群的酶与代谢产物$

\

(

N

(

%减低#

TK

为最常见的阴道

感染疾病!可引起盆腔炎"艾滋病"子宫内膜炎"术后感染等并

发症#孕妇患者则会引起胎盘"胎膜早破"早产"宫内感染"产

后宫内感染等-

(

.

#此病容易复发!另外!约
$)Z

的
TK

患者因

无明显的临床症状而被贻误诊断和治疗#故
TK

检测应作为

妇检的首选检测项目之一#随着的优生优育和产前检查日益

被重视!

TK

的检测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

!

材料与方法

$,$

!

试剂
!

TK

快速诊断试剂盒$珠海市丽珠试剂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

$,%

!

研究对象
!

()!!

年
3

"

+

月来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

的门诊妇科患者
!)))

例!年龄
()

"

$$

岁#

$,&

!

样本采集
!

由妇科主治医师用无菌棉签采集阴道分泌物

直接插入洁净容器送检#

$,'

!

操作方法
!

先涂片镜检!检查滴虫"霉菌"清洁度#再用

样本抽提管吸取样本
!

"

(

滴分别加入到包被有酶及特异性显

色底物的反应板检测孔中!然后分别加入试剂
%

"

T

"

&

液!再将

反应板放入加热器!指示灯闪烁后观察结果#

F

\

&

3,3

正常/

F

\

%

3,3

异常#唾液酸酶活性检测孔变蓝色或绿色!

TK

$

a

%/检测孔不变色!

TK

$

Y

%!据此可了解病原体寄居和繁殖

状况#

\

(

N

(

浓度检测孔变蓝色或绿色!

\

(

N

(

浓度处于正常

水平/检测孔不变!

\

(

N

(

浓度过低!提示阴道微生态失衡#白

细胞酯酶活性检测孔变蓝色或绿色!

HE

$

a

%!检测孔不变色!

HE

$

Y

%#据此可了解患者阴道壁有无实质性黏膜受损#

%

!

结
!!

果

通过对
!)))

例妇科门诊
TK

的检测发现!在
F

\

%

3,3

时!唾液酸酶活性检测"

\

(

N

(

浓度检测"白细胞酯酶活性检测

这三项都阳性即
TK

阳性的占
*(,(Z

$见表
!

%#清洁度
%

时!

TK

占的比例较高!清洁度
&

"

'

时霉菌"滴虫及混合性感染较

多一些!结果$见表
(

%#

表
!

!!

!)))

例阴道分泌物检测结果分析

F

\

值 唾液酸酶
\

(

N

(

白细胞酯酶
!

百分比$

Z

%

%

3,3 a a a *(( *(,(

%

3,3 Y a a !)* !),*

&

3,3 Y a a ()$ (),$

&

3,3 Y Y a !#) !#,)

&

3,3 Y Y Y (!) (!,)

表
(

!

!)))

例阴道分泌物涂片检测结果分析#

!

$

清洁度 标本数 滴虫 霉菌
TK

滴虫
a

霉菌

$

()3 ) !* !# )

%

*31 !# (3 !$) )

&

!!1 ** +" +1 (

'

(*( *3 "+ +" 1

合计
!))) +* ((3 *(( "

&

!

讨
!!

论

TK

可以引发子宫内膜炎"盆腔炎"妇科手术后感染"流

产"胎膜早破以及早产"低出生体质量儿和产褥感染等多种疾

病!并且使感染
\AK

和患宫颈癌的风险增高-

*

.

#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

TK

是可以导致组织性绒毛膜炎"羊水感染"剖宫产

术后子宫内膜炎等-

3

.

#因此!正确的诊断和及早的治疗
TK

非

常重要#一般门诊妇科患者自觉有症状或不适而来就诊!有的

症状反复发作!如下腹不适!白带增多!颜色"气味异常等-

$

.

#

*

"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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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59?

J

()!(

!

K8:,**

!

L8,*



TK

是妇产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本调查显示!该地区
TK

的感

染率为
*(,(Z

$

*(*

)

!)))

%!比李娉等-

#

.报道的感染率$

!$Z

"

*)Z

%略高!可能与地域差别和卫生条件差异有关#

本研究通过对
!)))

例妇科门诊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分

析发现!本地区育龄妇女主要以
TK

为主!占
*(,(Z

!其次是霉

菌性阴道炎和滴虫性阴道炎!分别占
((,3Z

和
+,*Z

!其发病

率的高低顺序与文献报道基本相符-

1

.

#就不同清洁度
TK

的

发病率而言!本研究显示当清洁度为
%

度和
&

度时!其发病率

最高!分别为
3*,(Z

$

!$)

)

*31

%和
13,3Z

$

+1

)

!!1

%#提示
TK

与清洁度不一定具有相关性!更进一步强调了把
TK

检测纳入

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测的重要性#大量实验证明!对
TK

进行系

统性的筛查和针对性的治疗!可以明显降低妇科疾病的发生

率-

+

.

#

阴道清洁度的检查有助于发现混合感染!当清洁度为
&"

'

时!常提示有混合感染#尤其是滴虫以及需氧菌性阴道炎的

可能#阴道清洁度与卵巢机能"病原体侵袭等因素有关#本研

究表明!在清洁度
&

度时!合并霉菌和滴虫的感染率分别为

1#,!Z

$

+"

)

!!1

%和
(+,(Z

$

**

)

!!1

%/在清洁度为
'

度时!合并

霉菌和滴虫的感染率分别为
3(,(Z

$

"+

)

(*(

%和
!3,1Z

$

*3

)

(*(

%#阴道炎时!病原体或寄生原虫消耗了上皮细胞的糖原!

阻碍了阴道杆菌的酵解作用!阴道
F

\

值上升!阴道杆菌逐渐

减少甚至消失!致病菌得以大量繁殖!阴道清洁度变差-

"

.

#由

表
!

可见!当阴道分泌物的
F

\

%

3,3

时!其白细胞酯酶和
\

(

N

(

均为阳性!进一步验证了阴道炎时致病菌的繁殖使阴道杆菌的

酵解受阻!

\

(

N

(

释放减少!炎性细胞增多!从而使清洁度变差#

过去诊断
TK

常采用的金标准是
%=/<:

标准#传统的

%=/<:

诊断法以检出线索细胞"革兰染色法等多个检查项目为

标准!因为操作繁琐"耗时长和客观判断难等!不适应临床需求

和标准化实验室-

!)

.

#快速检测法在
TK

诊断方面!可作为临

床上
TK

检测的可靠方法之一!可用于门诊疑似
TK

患者的快

速检测!特别是大批量体检标本检测!该法具有操作简单"快

速"主观影响因素少"结果易于判断的优点!也不需要任何仪器

设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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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临床微生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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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婴幼儿肺炎链球菌感染及耐药情况%方法
!

常规处理临床标本
*"(+

例#采用生物梅里埃
%VT

自动细

菌鉴定仪对分离纯化的肺炎链球菌做细菌鉴定和药敏试检测%结果
!

共分离出
(*3

例肺炎链球菌#其中痰标本中分离出
((3

例#

占总数
"(,*Z

!

(!#

,

(*3

"#其他标本占
1,1Z

%

"

例!

*,+Z

"为青霉素耐药的肺炎链球菌!

>̂ M>

"#对红霉素$克林霉素$四环素耐药

率达
")Z

以上#对万古霉素$左氧氟沙星
!))Z

敏感%结论
!

肺炎链球菌以感染婴幼儿呼吸道为主#对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耐药

严重#而对喹诺酮类$头孢类敏感性高#提示第三代头孢可作为治疗小儿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首选药物%

关键词"肺炎链球菌感染)

!

呼吸道)

!

抗菌药)

!

耐药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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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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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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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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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链球菌$

/7?<

F

7868665/

F

0<5=80.9<

!

M>

%是最常见的条

件致病菌之一!是儿童获得性感染的首位致病菌#本文从

*"(+

例婴幼儿各种标本分离出
(*3

例
M>

$分离率
#,)Z

%!并

对其进行了耐药检测!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标本均采自
())"

"

()!)

年来本院门诊及住

院部婴幼儿各种标本共
*"(+

例!其中痰标本
!!#3

例!血液标

本
!($)

例!脑脊液标本
!$(

例!其他类$包括眼"耳及其他分

泌物%

!*#(

例#年龄
)

"

!(

岁!取样前均未使用过抗菌药#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VT

自动化细菌分

析仪!鉴定用
9̂

F

.IAW*(M7?<

F

!药敏采用
%VT2M7?<

F

!哥伦比

亚血平板采用广州迪景公司产品!经肺炎链球菌
%V&&3"#!"

质控合格!奥普托辛纸片采用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公司产品!

!)Z

去氧胆酸钠由本室配制#

$,&

!

标本采集与处理
!

严格按照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对下呼

吸道标本采用雾化吸入方式采集!及时送检!对标本严格洗涤

液化程序#其余标本用一次性采样拭子采集#

$,'

!

检测方法
!

取各种标本接种于血平板上!放
$Z &N

(

环

境培养
!+

"

(3S

#取血平板上可疑菌落$呈圆形"灰白色"中等

大小"湿润"中央凹陷%!做奥普托辛敏感试验和胆汁溶菌试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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