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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子取样所检测的结果显示!两种方法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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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泌尿生

殖道感染又称非淋菌尿道炎#是性传播疾病的病原体之一#与

不孕不育症以及泌尿生殖道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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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通过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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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检测方法$

0)V

法和培养鉴定法%相关性进行分析

比对#提示影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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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并探讨两种检测方法影

响其阳性率的干扰因素#确保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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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性#以供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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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夫妻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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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未避孕而不能生育者#符合不

孕不育标准*泌尿疾病患者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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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泌尿科和妇科门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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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泌尿疾病患者男性用无菌棉拭子在尿道口沾取#置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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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钠溶液离心管内#洗出分泌物送检*$

%

%

0)V

法标本处理#在振荡器上充分振荡标本#使分泌物游离#

经高速离心后制成沉淀物#裂解制成反应液模板#最后置入反

应管#操作过程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实验*培养鉴定法把标

本直接接种在基础液中#并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A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生产的
1YR!=$$

型实时荧光定量

0)V

仪*试剂盒由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达安基因诊断中心提供

的
0)Vii

试剂盒*培养鉴定法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试剂盒

由郑州安图绿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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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计算机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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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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