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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门诊阴道分泌物临床检查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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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１．检验科；２．妇产科，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８）

　　摘　要：目的　了解妇科门诊患者阴道炎的发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治疗和疾病预防提供帮助。方法　对１７８８例门

诊妇科阴道分泌物做清洁度、霉菌、滴虫以及细菌性阴道病（ＢＶ）、需氧菌性阴道炎（ＡＶ）的测定，并对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１７８８例标本中，霉菌、滴虫、ＡＶ、ＢＶ检出率分别为１６．０％、１．６％、６．０％、１２．７％。霉菌检出率高于滴虫（犘＜０．０１），ＢＶ检出率

高于ＡＶ（犘＜０．０１）；随着清洁度的增加，滴虫、霉菌、ＡＶ、ＢＶ的检出率呈明显递增趋势。清洁度Ⅲ～Ⅳ霉菌、滴虫、ＡＶ、ＢＶ的检

出率明显高于清洁度Ⅰ～Ⅱ（犘＜０．０１）；５５岁以下霉菌的检出率明显高于５５岁以上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４５岁以

下滴虫的检出率明显低于４５～＜５５岁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４５～＜５５岁ＢＶ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霉菌、滴虫、ＡＶ、ＢＶ的检出率与清洁度、年龄密切相关，应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清洁度加强该项

目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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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分泌物检查是门诊妇科患者泌尿生殖道感染最常用

的方法，是诊断和治疗泌尿生殖道疾病的重要手段和依据。近

年来，随着抗菌药物的滥用以及不洁性生活增多以及人们健康

意识的增强，来医院检查阴道分泌物的人越来越多。各种病原

菌引发的阴道炎是妇女最常见的疾病，其中最常见的是真菌、

滴虫和各种细菌［１］。现对妇科门诊患者的检测结果进行回顾

性统计分析，以期对阴道炎的疾病预防和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于妇科门诊就诊者１７８８例，年

龄２０～８７岁，平均年龄３２．８岁。受检者检查前２４ｈ无性生

活、盆浴、阴道灌洗及局部上药等。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需氧菌阴道炎（ＡＶ）／细菌性阴道病（ＢＶ）

五项联合测定试剂盒（由北京中生金域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显微镜（由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生产）；无菌棉拭子（由江苏

康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

１．３　标本采集　受检者取妇科常规检查体位，使用２支专用

棉签于阴道后穹窿处旋转１０～２０ｓ，以清晰见到棉签上有分泌

物附着为准，将带有样品的棉签放入两支软塑料试管中。

１．４　检测方法　取其中一支试管加入１ｍＬ生理盐水，涂片

法镜检霉菌、滴虫，并判断阴道清洁度；取另一支试管按照需氧

菌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病联合测定试剂盒步骤操作，凝固酶或

葡萄糖醛酸苷酶阳性记为需氧菌性阴道炎，唾液酸苷酶阳性记

为细菌性阴道病，样品应及时检测，不能及时检测的样品应保

存在２～８℃。

１．５　统计学处理　用百分率表示阳性率，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

件进行分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及确切概率法，以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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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总体病原菌检出情况　１７８８例标本中，Ⅰ～Ⅱ阳性率

［１１５３（６４．５０％）］、Ⅲ～Ⅳ阳性率［６３５（３５．５０％）］、霉菌阳性

率［２８６（１６．００％）］、滴虫阳性率［２９（１．６０％）］、ＡＶ 阳性率

［１０７（６．００％）］、ＢＶ阳性率［２２７（１２．７０％）］。其中，霉菌检

出率明显高于滴虫，ＢＶ检出率高于 Ａ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

２．２　不同清洁度各病原菌的检出情况　随着清洁度的增加，

滴虫、霉菌、ＡＶ、ＢＶ的检出率呈明显递增趋势。见表１。

２．３　不同年龄组各病原菌的检出率　见表２。

表１　　不同清洁度各病原菌的检出情况［狀（％）］

清洁度 狀 霉菌 滴虫 ＡＶ ＢＶ

Ⅰ ２２４ ９（４．０） １（０．４） ２（０．８） １（０．４）

Ⅱ ９２９ １１１（１１．９） ４（０．４） ２１（２．３） ８０（８．６）

Ⅲ ５９５ １５２（２５．５）＃ １５（２．５）＃ ６３（１０．６）＃ １２７（２１．３）＃

Ⅳ ４０ １４（３５．０）＃ ９（２２．５）＃▲ ２１（５２．５）＃▲ １９（４７．５）＃▲

　　：犘＜０．０１，与Ⅰ清洁度比较；＃：犘＜０．０１，与Ⅱ清洁度比较；▲：

犘＜０．０１，与Ⅲ清洁度比较。

表２　　不同年龄组各病原菌的检出情况［狀（％）］

年龄 Ⅰ～Ⅱ Ⅲ～Ⅳ 霉菌 滴虫 ＡＶ ＢＶ

≤２５岁 ２９６（６０．９） １９０（３９．１） ８９（１８．３） ９（１．８）＃ ３４（７．０） ５１（１０．５）＃

２５～＜３５岁 ４９３（６５．３） ２６１（３４．７） １２５（１６．６） ８（１．１）＃ ４２（５．６） ８５（１１．３）＃

３５～＜４５岁 ２１６（６７．５） １０４（３２．５） ４８（１５．０） ４（１．３）＃ １９（５．９） ３８（１１．９）＃

４５～＜５５岁 ９６（６３．１） ５６（３６．９） ２２（１４．５） ７（４．６） ８（５．３） ３４（２２．４）

≥５５岁 ５２（６９．３） ２３（３０．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４（５．４％） ８（１０．６％）＃

　　：犘＜０．０１，与大于或等于５５岁比较；＃：犘＜０．０５，与４５～＜５５岁比较。

３　讨　　论

阴道是女性生殖系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正常情况

下，阴道内各种微生物相互制约保持数量和种类的平衡但在特

殊情况下，比如免疫力低下时，这些平衡被打破，一些条件致病

菌大量繁殖，外来病原菌侵入，引起各种阴道炎，此外，有性病

史、性交频繁或阴道灌洗等可使阴道酸性环境破坏导致阴道炎

的发生。

近年来，阴道分泌物检查的研究很多，包括清洁度、霉菌、

滴虫，在本项研究中还将各种非特异性阴道炎分为细菌性阴道

病和需氧菌性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病是由阴道加特纳菌等厌氧

菌引起的非特异性阴道炎［２］，需氧菌性阴道炎是大肠杆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等需氧菌引起的非特异性阴道炎［３］。

１７８８例阴道分泌物中，清洁度为ＩＩＩ度所占比例为６４．５％，

Ⅲ～Ⅳ度所占比例为３５．５％，与文献［４］报道一致。霉菌性阴

道炎的患病率为１６．００％，滴虫性阴道炎的患病率为１．６０％，

ＡＶ患病率为６．００％，ＢＶ患病率为１２．７０％。有研究表明
［５］，

细菌性阴道病的患病率为１０％～３５％，本研究中与文献［６］报

道基本一致。ＡＶ、ＢＶ的检出率均低于霉菌的检出率，可能是

因为霉菌感染引起的阴道瘙痒等自觉症状比较明显，就诊率

高，而细菌性阴道病和需氧菌性阴道炎的患者只有亚临床症状

或无症状，容易被忽视，提示临床医生在患者瘙痒、异味等症状

不明显时要注意细菌的感染。ＢＶ的检出率小于 ＡＶ，表明大

肠杆菌、粪肠球菌等肠源性细菌的感染小于阴道加特纳菌等阴

道条件致病菌的感染。本研究显示，随着清洁度的增加，霉菌、

滴虫、ＢＶ、ＡＶ的检出率也逐渐增加，提示病原菌感染与清洁

度的相关性。

本研究显示，小于５５岁的妇女霉菌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大

于５５岁的患者且患病率与年龄呈负相关，显示了霉菌患病率

与性活跃程度的相关性。小于４５岁的妇女滴虫的检出率明显

低于大于４５岁的妇女，这与大于４５岁的妇女处于免疫力降低

有关；４５～＜５５岁组ＢＶ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这是

４５～＜５５岁的妇女处于为围绝经期或绝经期，妇女阴道的自

净能力和免疫力降低有关；此外，４５～＜５５岁妇女盆腔炎、环

位下移等较多，也提高了ＢＶ的检出率。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阴道炎与生殖道其他疾病密

切相关，比如，早产、盆腔炎、不孕症等［７８］。在目前各种类型阴

道炎患病率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更应加强卫生保健知识宣教，

增强个人免疫力，尽可能预防阴道炎的发生，以防更严重并发

症产生［９］。

参考文献

［１］ 吕时铭．检验与临床诊断：妇产科学分册［Ｍ］．北京：人民军医出

版社，２００７：１７２０．

［２］ 马玉楠．细菌性阴道病及其诊断［Ｊ］．中华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００，２３

（５）：３０３．

［３］ 范爱萍，薛凤霞．需氧菌性阴道炎及其混合感染的临床特征分析

［Ｊ］．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０，４５（１２）：９０４９０８．

［４］ 李梅，孙艳艳．１８４０３例阴道分泌物检测结果分析［Ｊ］．检验医学，

２０１１，２６（４）：２７０２７１．

［５］ ＭｃＧｒｅｇｏｒＪＡ，ＦｒｅｎｃｈＪ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Ｏｂ

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Ｓｕｒｖ，２０００，５５（５Ｓｕｐｐｌ１）：Ｓ１１９．

［６］ 刘凤玲，吕苏成，刘求真．阴道加德纳菌在细菌性阴道病患者及正

常女性生殖道中的分布［Ｊ］．第一军医大学分校学报，２００１，２４

（２）：８９９０．

［７］ＰｒｅｔｏｒｉｕｓＣ，ＪａｇａｔｔＡ，ＬａｍｏｎｔＲ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ｅｔｅｒｍｂｉｒｔｈ［Ｊ］．Ｊ

Ｐｅｒｉ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０７，３５（２）：９３９９．

［８］ 谢建萍．阴道分泌物异常与不孕症的关系［Ｊ］．中国妇幼保健，

２０１０，２５（２３）：３３０８．

［９］ 阎泽君，尹新燕，李秀梅，等．２０３８例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结果分

析［Ｊ］．中国卫生检验杂志，２０１０，９（８）：１９７１１９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２）

·７７９２·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第３４卷第２２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