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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生殖道分泌物支原体感染情况及药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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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妇科病患者生殖道分泌物的支原体感染情况!分析药敏试验的耐药趋势!为临床诊治提供准确依据%方

法
"

对
%"-A

例患者的生殖道分泌物标本进行支原体培养!同时进行
"%

种抗菌药物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

生殖道分泌物支原

体感染以解脲支原体感染为主!阳性
A!%

例"

E$>%%@

#%药物耐药率依次为环丙沙星"

!$>"A@

#$氧氟沙星"

#$>B%@

#和红霉素

"

=A>BB@

#%结论
"

妇科病感染的支原体对许多抗菌药物产生了很强的耐药性!药敏分析为临床治疗支原体感染提供了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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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是一种微生物#对人致病的支原体有肺炎支原体'

人型支原体$

+G

%和解脲支原体$

iN

%#其中解脲支原体与女性

生殖健康关系最为密切*解脲支原体感染后#患者大多无明显

症状#因此#很难被患者觉察#也易造成漏诊*感染可导致非淋

球菌性尿道炎'宫颈炎'盆腔炎'子宫内膜炎'卵巢炎'前列腺

炎'附睾炎#甚至可导致不孕不育'出生缺陷'流产早产等严重

不良后果(

"

)

*由于近年来其感染率和传播率呈上升趋势#以及

临床上抗菌药物的滥用#耐药性也逐渐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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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A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间该院

就诊的妇科患者
%"-A

例#年龄
"#

#

-$

岁*

?>@

"

标本采集
"

先用普通无菌棉拭子清洁宫颈口过多黏液及

分泌物#再换女性专用取样拭子插入宫颈管内
%LH

处#旋转拭

子#

"#

#

%$5

后取出分泌物#置于无菌试管立即送检#且在
%G

内完成接种等各项操作*

?>A

"

方法
"

支原体培养基药敏试剂盒购自珠海迪尔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试验方法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抗菌药物

包括四环素'左氧氟沙星'红霉素'交沙霉素'强力霉素'环丙沙

星'氧氟沙星'美满霉素'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司巴

沙星*

?>B

"

统计学处理
"

实验数据采用
.0.."A>$

软件进行统计#

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

"

支原体培养结果
"

%"-A

例感染患者中#支原体阳性
A!%

例$

E$>%%@

%#其中单纯
iN

阳性
AEA

例$

=B>""@

%#

+G

阳性
A

例$

$>=!@

%#

iN

合并
+G

阳性
"-

例$

$>!E@

%*见表
"

*

@>@

"

支原体药敏试验结果
"

药物耐药率最高的是环丙沙星#

其次为氧氟沙星*见表
%

*

表
"

"

%"-A

例患者
iN

(

+G

阳性率检测结果比较

检测项目 例数$

(

% 阳性例数$

(

%阴性例数$

(

% 阳性率$

@

%

iN %"-A AEA "=%$ =B>""

+G %"-A A %"-$ $>=!

iNh+G %"-A "- %"#% $>!E

表
%

"

支原体感染病原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率%

@

&

抗菌药物 敏感 中介 耐药

四环素
A->%E %>%B "">E!

左氧氟沙星
%B>=- #">A= "->B!

红霉素
=E>E$ %#>-B =A>BB

交沙霉素
B->== %>!# $>B%

强力霉素
AA>$! =>-! A>%-

环丙沙星
->AA %%>EA !$>"A

氧氟沙星
"!>E= =$>!= #$>B%

美满霉素
A#>=% ->E% A>%-

罗红霉素
-A>A" "E>-A "->#"

阿奇霉素
A%>"" A>%- B>-=

克拉霉素
A%>"" !>A$ "$>$B

司巴沙星
=#>=% %A>EE =->%E

A

"

讨
""

论

国内外资料提示#不孕症夫妇的宫颈黏液'精液中解脲支

原体培养阳性率高达
#$@

以上#由此可见#解脲支原体感染与

不孕症的发生有相关关系*解脲支原体感染造成不良的另一

个原因是流产#有学者从流产的组织中检查出解脲支原体的阳

性率高达
E$@

以上*因此#对不明原因的流产#尤其是多次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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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A

期
"

R86\(F9+4J

!

1

I

7D:%$"%

!

';:>==

!

S;>A



产者#应考虑有解脲支原体感染可能*本研究显示#在泌尿生

殖道感染的患者中#支原体的感染率为
E$>%%@

#其中单纯
iN

感染占
=B>""@

#

iN

和
+G

混合感染占
$>!E@

#单纯
+G

感染

占
$>=!@

#说明泌尿生殖道的感染以
iN

感染为主#与其他报

道一致(

%*E

)

*

本组研究显示#单纯
iN

感染占
=B>""@

#单纯
+G

感染占

$>=!@

#

iN

合并
+G

感染占
$>!E@

*袁晓华等(

#

)报道的江苏

南通地区单纯
iN

感染占
-E>-@

#单纯
+G

感染占
!>#@

#

iN

合并
+G

感染占
%!>B@

*宁振英和苏咏梅(

-

)报道的牡丹江地

区单纯
iN

感染占
=A>=@

#

+G

感染占
%>-@

#

iN

合并
+G

感

染占
=>$@

*本研究显示#亚高原地区支原体感染反而低于东

部地区#说明支原体感染在不同地区流行存在着差异#可能与

样本构成及方法学不一样有关#但都说明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

染以单纯
iN

感染为主#

iN

合并
+G

感染率高于单纯
+G

感

染*支原体感染病原菌药敏试验分别为交沙霉素$

B->==@

%'

强力霉素$

AA>$!@

%'四环素$

A->%E@

%'美满霉素$

A#>=%@

%'

阿奇霉素$

A%>""@

%'克拉霉素$

A%>""@

%#耐药性最低的是交

沙霉素$

$>B%@

%#其次是强力霉素$

A>%-@

%#提示临床治疗支

原体应首选交沙霉素#与李玉叶等(

!

)报道的一致#但与国内其

他报道有较大差异(

#*-

)

*提示不同地区支原体对抗菌药物的敏

感性有所不同#可能与地区感染菌株与抗菌药物使用有关*表

%

显示#耐药性最高的是环丙沙星$

!$>"A@

%#其次是氧氟沙星

$

#$>B%@

%#与刘文先等(

A

)的报道一致#说明支原体对喹诺酮类

及大环内酯类的药物产生了很强的耐药性*但此类药物具有

很强的亲脂性#且前列腺组织浓度分布高#故由支原体感染引

起的前列腺炎仍可考虑使用*

总之#泌尿生殖道感染性疾病越来越多#并且呈不断上升

趋势#在不同地区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药物的敏感性也并非

一成不变的(

B*"$

)

*红霉素曾被认为是治疗支原体感染疗效肯

定的首选药物#但如今昆明地区的耐药率高达
=A>BB@

#因此

临床医师不能凭经验用药*本组研究表明#交沙霉素耐药性最

低#仅为
$>B%@

#与史训忠等(

""

)的报道是一致的*支原体引起

泌尿生殖道感染在临床上缺乏特征性表现#且耐药菌株不断出

现#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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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加盐水凝集减弱#镜下呈钱串样#红细胞用盐水洗涤
=

次后

再正定型为
Y

型与反定型一致*产生原因!肝病'结核'多发

性骨髓瘤'巨球蛋白血症#还有心肌梗死'外伤'感染'肿瘤等可

致纤维蛋白增高的疾病#另右旋糖苷'聚维酮'羟乙基淀粉等均

易使红细胞发生缗钱样凝集(

E

)

*

@>K

"

弱抗体
"

正定型为
Y

型#反定型为
1Y

型*与
Y

型供血

者配血无凝集#复查反定型分两组$一组检测管置
=![

水浴

=$HD8

#另一组置
E[

左右
=$HD8

%然后离心#其中两个
1L

管

镜检都有混合凝集现象与正定型相符*也有文献报道可以多

加血清延长反应时间来作反定型也有同样效果*产生原因!幼

儿'老年'

1YZ

亚型'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移植'大量输液'先天

性
1YZ

抗体缺失等*

@>L

"

全凝集
"

正定型
1Y

型#反定型
Z

型#与多份
1Y

型配血

不合*红细胞与
"$

份
1Y

型血清均凝集#红细胞不吸收放散

抗
*1

和抗
*Y

*估计患者为
Z

型#全凝集(

#

)

*凡正定型呈
1Y

样#反定型含
1YZ

抗体者可见于
1RT1

#全凝集"多凝集#冷凝

集素综合征*但
1RT1

红细胞加
1Y

血清不凝集*产生原因!

健康者红细胞都有
<

抗原但不暴露#当某些细菌感染时可使

<

抗原暴露#而每个人血清中都有
<

抗体#因此患者的红细胞

与每个人的血清都凝集#但不与本人血清凝集#因本人血清中

的
<

抗体已被红细胞完全吸收*

A

"

讨
""

论

输血是现代医疗救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而血型鉴定

的准确程度是临床输血的基础#是输血前备血的关键#是临床

治疗患者的保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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