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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不孕女性进行阴道微生态分析!以了解不孕女性的阴道微生态状况!指导临床合理

诊治&方法
"

采用阴道微生态评价系统对
*##.

例不孕患者"不孕组%进行阴道分泌物检测!并以同期的
*+..

例育龄期体检女性"体检组%作为对照!分析比较两组人群的微生态类型特点!同时对不孕女性进行支原体'沙

眼衣原体和淋病奈瑟球菌病原菌检测&数据采用
2P22*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不孕组女性的阴道微

生态失调率"

56-4+:

%高于体检组"

6+-*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细菌性阴道病"

YX

%'外阴阴道假

丝酵母菌病"

XX3

%'滴虫性阴道炎"

FX

%'需氧型阴道炎"

EX

%'

YX

合并
XX3

'

YX

中间型合并
XX3

的检出高

于体检组"

"

$

.-.8

%&菌群正常!功能下降的类型更易在体检组人群中检出"

"

$

.-.8

%&原发性不孕与继发性

不孕中各种微生态类型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不孕女性各类病原菌中以解脲支原体检出率

"

,8-46:

%最高&结论
"

女性不孕症与阴道微生态失调有一定的相关性!纠正女性阴道微生态失调对于女性不

孕症的诊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阴道微生态$

"

不孕$

"

细菌性阴道病$

"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

滴虫性阴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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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及二胎政策的

放开'不孕症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严重影响

家庭和社会和谐&不孕症是多种病因或疾病导致的

结果'生殖道感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病因'尤其是沙

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的感染被认为与女性不孕关系

密切(

*$+

)

&生殖道感染是阴道微生态失调的一个严重

后果'因此'从阴道微生态的角度关注不孕女性这一

特殊群体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基于阴道微生态评价

系统对不孕女性进行阴道微生态分析'探讨微生态异

常与不孕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5

年
6

.

*+

月来佛山妇幼

保健院生殖中心就诊的不孕女性
*##.

例$排除男性

因素引起的不孕%作为不孕组'年龄
+.

"

#+

岁&要求

月经干净至少
,K

'检查前
*

周内未使用过阴道药物'

未做阴道冲洗&以同期
*+..

例育龄期的体检女性作

为对照&

A-B

"

标本采集
"

将窥阴器用生理盐水湿润后放入阴

道内'暴露出子宫颈'用无菌棉拭子于阴道上
*

"

,

侧

壁取分泌物'置于试管内&不孕女性同时另取宫颈分

泌物拭子
,

只'分别用于检测支原体*沙眼衣原体和

淋病奈瑟球菌培养&

A-C

"

仪器与试剂
"

所用仪器为阴道炎自动检测工作

站
g

镜检系统$

HPD$+.*#

'江苏硕世%+试剂为阴道炎

联合检测试剂盒$江苏硕世%和革兰染色液$珠海

贝索%&

A-D

"

检测方法

A-D-A

"

阴道微生态检测
"

形态学检测!取阴道分泌

物拭子涂片*干燥*固定*革兰染色'利用镜检系统油

镜下观察'通过观察菌群的密集度*多样性*优势菌*

炎性反应状况等指标'评价阴道微生态&评价标准参

见/阴道微生态评价的临床应用专家共识0

(

,

)

&功能

学检测!按照试剂说明书和仪器说明书'取
*

软管滴

加
8

"

9

滴稀释液'将阴道分泌物棉签置于软管稀释

液中'通过反复旋转棉签$

,

"

#

次%使棉签上附着的分

泌物释放入稀释液内'然后挤干棉签头'得到样本液&

将样本液置于阴道炎工作站进行功能学指标的检测&

功能学检测指标包括过氧化氢*白细胞酯酶*唾液酸

苷酶*

-

$

葡萄糖醛酸酶*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

;

Q

值&

A-D-B

"

支原体*沙眼衣原体和淋病奈瑟菌检测
"

*

支

宫颈分泌物拭子采用液体培养法分离鉴定解脲支原

体和人型支原体+

*

支宫颈分泌物拭子采用免疫层析

法进行沙眼衣原体检测+

*

支宫颈分泌物拭子采用淋

球菌选择平板进行淋病奈瑟球菌培养'所有操作规程

均按照说明书进行&

A-E

"

阴道微生态诊断标准(

,

)

"

$

*

%正常阴道微生态

的定义为!阴道菌群的密集度为
$"%

级'多样性为

$"%

级'优势菌为乳杆菌'阴道
;

Q

值为
,-5

"

#-8

'

乳杆菌功能正常$

Q

+

_

+

分泌正常%'白细胞酯酶等阴

性&当阴道菌群的密集度*多样性*优势菌*阴道分泌

物白细胞计数等炎性反应指标*

;

Q

值和乳杆菌功能

任何
*

项出现异常'即诊断为微生态失调状态&$

+

%

细菌性阴道病$

YX

%!

%L

@

/>'

评分
(

6

分&$

,

%外阴阴

道假丝酵母菌病$

XX3

%!镜检找到芽生孢子或菌丝&

$

#

%滴虫性阴道炎$

FX

%!镜检见到滴虫&$

8

%需氧型

阴道炎$

EX

%!临床特征及
!&>K/<jB

评分
(

,

分&$

9

%

细胞溶解性阴道病$

3X

%!镜检发现大量乳酸杆菌'阴

道鳞状上皮细胞溶解后残存的上皮细胞碎片和裸核'

;

Q

值
,-8

"

#-8

'过氧化氢分泌正常'排除其他病原

体感染'如
XX3

*

YX

&

A-N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2P22*5-.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女性阴道微生态的检测指标结果
"

比较发现
+

组人群的各项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

不孕组各指标异常的发生率高于体检组&总体来看

不孕组微生态的失调率也高于体检组$

"

$

.-.8

%&

*##.

例不孕女性和
*+..

例育龄期体检女性阴道微

生态的检测指标结果见表
*

&

表
*

""

+

组人群阴道微生态检测指标形态学和

"""

功能学结果比较$

!

%

检测指标
不孕组

$

!7*##.

%

体检组

$

!7*+..

%

!

+

"

菌群密集度异常$

#

级和
&

级%

+.. *+. 4-+,4 .-..+

菌群多样性异常$

#

级和
&

级%

+#. *+. +#-6.+

$

.-.*

优势菌异常
66. 8.8 ,,-444

$

.-.*

%L

@

/>'

评分
#

"

9

分
+#. *#. *,-+5.

$

.-.*

%L

@

/>'

评分
6

"

*.

分
*** #5 *8-4.,

$

.-.*

念珠菌
#+. +.. 89-4*8

$

.-.*

滴虫
68 +# *5-996

$

.-.*

;

Q

值
%

#-9 94. #.5 8+-*5,

$

.-.*

过氧化氢分泌不足
*+9. 5#. *+,-+..

$

.-.*

白细胞酯酶$

g

%

*++# 5,9 54-694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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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组人群阴道微生态检测指标形态学和

"""

功能学结果比较

检测指标
不孕组

$

!7*##.

%

体检组

$

!7*+..

%

!

+

"

唾液酸苷酶$

g

%

*** #5 *8-4.,

$

.-.*

-

$

葡萄糖醛酸酶$

g

%

*# . **-6+4

$

.-.*

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

g

%

#+. +.. 89-4*8

$

.-.*

微生态失调
*+99 599 *.#-#59

$

.-.*

B-B

"

+

组人群的微生态类型结果
"

不孕组
YX

中间

型和单纯优势菌异常的检出率与体检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8

%+不孕组
YX

*

XX3

*

FX

*

EX

*

YXgXX3

及
YX

中间型
gXX3

的检出率高于体检

组$

"

$

.-.8

%+菌群正常'功能下降的类型更易在体检

组人群中检出$

"

$

.-.8

%&原发性不孕与继发性不孕

各种微生态类型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

+

组人群的微生态类型结果见表
+

&

B-C

"

原发不孕和继发不孕支原体*沙眼衣原体和淋

病奈瑟菌检测结果
"

继发性不孕解脲支原体的检出

率高于原发性不孕$

"

$

.-.8

%'但解脲支原体合并人

型支原体*人型支原体*沙眼衣原体和淋病奈瑟菌的

检出率与原发性不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各类病原菌中不孕女性解脲支原体检出率最

高'为
,8-46:

&原发不孕和继发不孕支原体*沙眼衣

原体和淋病奈瑟菌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

组人群阴道微生态类型结果比较#

!

$

:

%&

微生态类型

不孕组$

!7*##.

%

原发不孕

$

!7#4.

%

继发不孕

$

!748.

%

!

+

"

合计

$

!7*##.

%

体检组

$

!7*+..

%

!

+

"

正常微生态
89

$

**-#,

%

**5

$

*+-#+

%

.-,.. .-85# *6#

$

*+-.5

%

,,#

$

+6-5,

%

*.#-#59

$

.-.*

菌群正常'功能下降
*.*

$

+.-9*

%

*5*

$

*4-.8

%

.-#44 .-#5. +5+

$

*4-85

%

,+*

$

+9-68

%

*4-.68

$

.-.*

YX +#

$

#-4.

%

#*

$

#-,+

%

.-+8# .-9*# 98

$

#-8*

%

,8

$

+-4+

%

#-85+ .-.,+

XX3 *,8

$

+6-88

%

+,4

$

+8-*9

%

.-49, .-,+9 ,6#

$

+8-46

%

*9#

$

*,-96

%

9*-.58

$

.-.*

FX +#

$

#-4.

%

8*

$

8-,6

%

.-*#8 .-6., 68

$

8-+*

%

+#

$

+-..

%

*5-996

$

.-.*

EX #

$

.-5+

%

*.

$

*-.8

%

.-*56 .-998 *#

$

.-46

%

.

$

.-..

%

**-6+4 .-..*

YX

中间型
#8

$

4-*5

%

*.6

$

**-+9

%

*-#5* .-++# *8+

$

*.-89

%

*#.

$

**-96

%

.-5+* .-,98

菌群异常'以革兰阴性或

阳性小杆菌为优势菌
8.

$

*.-+.

%

6.

$

6-,6

%

,-#., .-.98 *+.

$

5-,,

%

5#

$

6-..

%

*-9,+ .-+.*

菌群异常'以革兰阳性球菌为

优势菌
*+

$

+-#8

%

,5

$

#-..

%

+-,+. .-*+5 8.

$

,-#6

%

#4

$

#-.5

%

.-966 .-#**

YXgXX3 *+

$

+-#8

%

,#

$

,-85

%

*-,,8 .-+#5 #9

$

,-*4

%

*,

$

*-.5

%

*,-,8*

$

.-.*

YX

中间型
gXX3 +6

$

8-8*

%

9*

$

9-#+

%

.-#96 .-#4# 55

$

9-**

%

,9

$

,-..

%

*#-*8,

$

.-.*

表
,

""

不孕女性阴道其他致病微生物分布情况#

!

$

:

%&

致病微生物 原发不孕$

!7#4.

% 继发不孕$

!748.

% 合计$

!7*##.

%

!

+

"

解脲支原体
*86

$

,+-.#

%

,9*

$

,5-..

%

8*5

$

,8-46

%

#-45# .-.+9

人型支原体
*.

$

+-.#

%

*,

$

*-,6

%

+,

$

*-9.

%

.-4,. .-,,8

解脲支原体
g

人型支原体
*#

$

+-59

%

,.

$

,-*9

%

##

$

,-.9

%

.-.44 .-68,

沙眼衣原体
+8

$

8-*.

%

86

$

9-..

%

5+

$

8-94

%

.-#58 .-#59

淋病奈瑟菌
,

$

.-9*

%

6

$

.-6#

%

*.

$

.-94

%

.-.6, .-656

C

"

讨
""

论

""

女性阴道微生态体系由阴道解剖构造*阴道微生

态菌群及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功能组成&女性的阴道

微生态体系是一个独特的*动态变化的体系'其维持

稳态的核心内容就是阴道内生活的正常微生物菌群&

健康女性阴道内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微生物群落'如乳

酸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肠球菌*念珠菌及大肠埃

希菌等'这些菌群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对阴道正常微

生态和菌群的维持发挥关键作用(

#

)

&近年来'阴道微

生态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日益受到人们的关

注'经过微生物学基础研究及临床妇产科感染性疾病

的临床研究'阴道微生态评价体系及阴道炎诊断平台

已建立'可客观地评价女性阴道微生态环境'为临床

诊断*治疗及评估预后提供充足依据(

8

)

&

随着不孕症发病率的逐年升高'不孕症越来越受

到大家的关注'生殖医学成为专家学者们探讨的一个

#

8*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4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W"1HS/K

!

%&G/=H/<+.*4

!

X&0-#.

!

%&-++



热门学科'关于不孕症的各方面研究不断增多&研究

发现生殖道感染是女性的常见病'也是导致育龄期女

性不孕的重要原因(

*

'

9$*.

)

&反复的下生殖道感染易引

发上行感染'导致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盆腔炎等'

引起解剖结构的改变'如输卵管阻塞*积水和盆腔黏

连'更可通过多种方式逃避机体的免疫机制'诱发机

体免疫损伤'产生抗精子抗体和抗子宫内膜抗体'从

而在多个环节影响精卵结合或不利于受精卵着床'从

而引起女性不孕&因此'研究不孕女性的阴道微生态

特点可为合理预防和治疗不孕症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中不孕女性的各项阴道微生态检测指标

包括菌群密集度*多样性*优势菌*

%L

@

/>'

评分*

;

Q

值*真菌和滴虫的检出率及功能酶与育龄期体检人群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总体来看不孕组阴道微生态

失调率$

56-4+:

%高于体检组$

6+-*6: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8

%'考虑微生态失衡是女性不孕的重

要影响因素'这与陈敏等(

+

)

*郑阳等(

**

)

*谭文举等(

*+

)

的研究结果一致'所以在诊断和治疗不孕症的同时'

通过阴道微生态系统评价可协助临床筛出病前状态

者和隐匿感染者&

本研究中不孕女性的正常菌群的检出率远低于

体检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阴道正常

菌群的优势菌为乳酸杆菌'乳酸杆菌可使糖原转变为

乳酸'将阴道的
;

Q

值维持在
,-5

"

#-+

'酸性环境可

抑制致病微生物的繁殖+乳酸杆菌还可分泌产生过氧

化氢'对细菌有杀伤作用&另外'乳酸杆菌对阴道壁

黏膜的黏附作用强'可阻止致病微生物的入侵'减少

阴道炎的发生&不孕女性由于乳酸杆菌的优势地位

被打破'尤其是有功能的乳酸杆菌的减少'导致阴道

的保护屏障减弱或缺失'引起病原菌的繁殖'从而引

发生殖道炎症&阴道炎症可引起精子前向运动受阻*

甚至死亡+宫颈炎症阻碍精子进入宫腔'子宫内膜炎

可引起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差'胚胎不易着床+输卵管

炎症可造成输卵管闭锁*狭窄'使精卵无法结合+炎症

还可造成输卵管黏膜破坏'或盆腔炎症引起盆腔黏

连'影响输卵管蠕动及拾卵功能&本研究中不孕女性

XX3

检出率为
+8-46:

'

YX

的检出率为
#-8*:

'滴

虫的感染率为
8-+*:

'需氧菌性阴道炎检出率为

.-46:

'

YX

合并
XX3

的感染率为
,-*4:

'

YX

中间

型合并
XX3

的感染率为
9-**:

'均高于育龄期的体

检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

虽然秦晓梅等(

*,

)对
*8.

例不孕女性进行阴道微

生态分析发现不孕女性和育龄期健康女性的阴道微

生态状况*

YX

患病率及阴道菌群分布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但笔者认为这可能是样本量较小引起的偏

差'尽管阴道微生态异常可能不是女性不孕的完全独

立因素'但是微生态异常常与生殖内分泌*免疫异常

相关联'促使不孕症的发展和形成&

D

"

结
""

论

""

综上所述'当从微生态的角度利用阴道微生态评

价体系重新审视不孕症患者时发现'极大部分患者阴

道处于微生态异常状态'极小部分处于正常状态&提

示临床上应重视阴道微生态环境的变化'以阴道微生

态状况为基础'将杀灭微生物作为主要治疗方针变为

有针对性的杀菌*修复和恢复阴道微生态的新型治疗

模式'从而为保护生育功能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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