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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例支原体阳性标本药敏检测结果#

'f!$$

)

_

$

抗菌药物 敏感 中介 耐药

克拉霉素
)&%# G%K #'%&

阿奇霉素
#G%) !!%) G(%G

诺氟沙星
$%( &%! H#%'

A

"

讨
""

论

近
$(_

的泌尿生殖道感染由支原体引起#且中国女性泌

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率呈上升趋势#已成为非淋球菌性泌尿生

殖道感染$

29]

&重要病原体#也与自发性流产*新生儿体质量

不足*妇性不孕症等疾病密切相关'

#

(

)

-D7>1R7C?

等'

!

(早在
#HH$

年就提出#女性妊娠后#由于孕

激素的增加#抑制了细胞免疫#机体抵抗力下降#更易出现支原

体感染#支原体引起的围生期感染已成为产科面临的新问题)

本研究显示#所有检测标本中#支原体的总感染率为
&'%K_

#

和赵胜等'

$

(所报道的疑似泌尿生殖道感染女性患者支原体感

染阳性率
&'%'_

非常接近)支原体感染以
]L

感染为主#在所

有阳性标本中
]L

感染占
'!%K_

#与国内外相关报道有一定差

异'

K,&

(

)

*R

感染只占
$%(_

#

]L

和
*R

混合感染为
#!%&_

#与

国内报道有一定差异'

#

#

&,)

(

)研究表明#

]L

感染除引起泌尿生

殖道炎症外#还可损害人体生育能力#是导致不孕$不育&症的

常见因素'

'

(

)

本研究表明女性支原体感染好发于
!(

$

$(

岁年龄段#该

年龄段患者占所有感染患者的
G!%!_

#可能与该年龄段女性

处于性活跃期#增加了支原体感染可能性有关)因此#需加强

对此年龄段女性的监测和健康知识宣传#预防支原体感染的传

播#控制和降低该年龄段女性被感染或感染他人的可能性)

支原体菌体缺乏细胞壁结构#对抑制细胞壁合成的药物#

如青霉素*头孢菌素等
'

,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天然耐药)临床上

常采用抑制蛋白或
/2"

合成的药物#如大环内酯类*四环素

类*氯霉素类和喹诺酮类作为治疗支原体感染的首选抗菌药

物)但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支原体对这些抗菌药物的

耐药性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且由于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抗菌

药物使用习惯#导致支原体的耐药表型也不尽相同'

H

(

)本研究

中的药敏试验结果显示#本地区女性支原体感染对常用的
#!

种抗菌药物均不同程度耐药#其中对喹诺酮类的耐药率较高#

如对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是
H#%'_

*

'(%!_

*

GG%H_

#与有关文献报道的
]L

对氧氟沙星敏感不

符'

)

(

%对大环内酯类#如红霉素*罗红霉素*阿奇霉素的耐药率

分别是
)&%H_

*

G(%#_

*

G(%G_

#而对第一代大环内酯类#如交

沙霉素的耐药率较低$

#$%)_

&#可能与其特殊的分子结构对诱

导性耐药菌仍具有抗菌活性#不易产生耐药性有关#说明各类

型的支原体感染耐药性有差异#使用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应有

针对性'

&

#

H

(

%对四环素类的耐药率达到
GK%'_

#与国内有关报

道不一致'

#(

(

%对多西环素和交沙霉素耐药率较低#分别为

##%!_

和
#$%)_

#因此多西环素和交沙霉素可作为本地区支

原体感染治疗的首选药物)本地区药敏结果与相关报道有一

定差异#可能与各地用药习惯不同#导致支原体具有不同耐药

性有关'

K,&

#

##,#!

(

)本研究同时也发现#

]L

感染敏感的抗菌药

物#

*R

感染*

*R

和
]L

混合感染也较为敏感#但混合感染的

耐药性有所增强)在
!$$

例阳性标本中#有
##

例对
#!

种抗菌

药物耐药#占
K%)_

#

!#)

例对
!

种或
!

种以上抗菌药物耐药#

占
H$%#_

#进一步证实多药耐药支原体已经成为本地区支原体

感染的主要病原体)多药耐药支原体的增多主要与不合理用

药导致耐药株增加有关#应引起高度关注)因此#应重视泌尿

生殖道支原体的培养及药敏检测#根据药敏结果选择敏感药

物#从而提高治疗效果#避免耐药株的产生)

综上所述#本地区
!(

$

$(

岁女性支原体感染以
]L

感染

为主%敏感性相对较高的药物为多西环素*交沙霉素和克拉霉

素#应根据药敏结果选择性使用诺氟沙星*氧氟沙星*红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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