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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倍显微仪检查阴道分泌物病原体的结果分析

张雪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用超高倍显微仪活体检查阴道分泌物!了解桂林地区女性阴道分泌物的病原体感染率并指导

临床防治工作$方法
!

将送检的阴道分泌物直接涂片用超高倍显微仪作活体检查并对所获得结果作统计分析$结

果
!

"8%%

例标本中正常
#3/

例"

#",+%.

#&异常
-%8

例"

+/,+%.

#!并获得各种病原体的感染率$结论
!

桂林地区

女性阴道分泌物的病原体中支原体感染率最高&

8

种或
8

种以上病原体感染率达到
/,#8.

!应引起临床医生在防治

方面重视$

!关键词"

!

显微仪检查&

!

阴道分泌物&

!

病原体&

!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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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倍显微仪具有高放大倍数+高分辨率+暗视野相差光

源等多种功能#活体标本直接镜检可快捷+准确+全面地获得真

实的病原学资料)现将操作程序和结果统计分析报道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B

!

标本来源
!

8%%3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由本院妇科医生

采集的
"8%%

例疑有妇科炎性反应的阴道分泌物)患者年龄
+

!

-/

岁)

B,C

!

仪器与试剂
!

清华同方超高倍显微镜+

N

^

试纸+

O

染液)

B,D

!

检验方法
!

将阴道分泌物用超高倍显微镜在相差视野下

放大
&%%%

!

"8%%%

倍作活体检查#记录检查结果)疑有线索

细胞检测分泌物的
N

^

值#疑有双球菌做
O

染色)

B,K

!

检查内容

B,K,B

!

阴道清洁度
!

阴道清洁度参照3临床检验基础4第
$

版

的阴道清洁度判断标准1

"

2

)

B,K,C

!

正常阴道分泌物
!

清洁度在
#

+

"

度#无致病菌和特殊

细胞)

B,K,D

!

异常阴道分泌物
!

清洁度在
$

+

-

度#找到致病菌和特

殊细胞!&

"

'滴虫&

'a

')&

8

'真菌&

fa

'&真菌孢子+假菌丝')

&

$

'支原体&依据曹兴午拟定的支原体判定标准和新编临床检

验图谱1

8

2所示支原体阳性的标本确定#观察
"%

个相差光源高

倍视野#至少找到
"

个游离支原体包涵体(上皮细胞和脓细胞

内可见数量+大小不等#泳动异常活跃的支原体')&

#

'双球菌

&查到双球菌后行
O

染色#查到多个脓细胞内有革兰阴性杆菌

双球菌可报告')&

+

'线索细胞&其形态参照3临床检验基础4第

$

版所描述1

8

2

')

C

!

结
!!

果

"8%%

例标本中正常
#3/

例#占
#",+%.

(异常
-%8

例#占

+/,+%.,

其中一种病原体感染
&%"

例#

8

种病原体感染
33

例#

$

种病原体感染
8

例#感染率依次为
+%,%&.

+

/,8+.

+

%,"-

.

)

"8%%

例标本中无
"

例革兰阴性杆菌双球菌#显示本地区

女性该病患病率低#不排除存在一定的漏检率)常见各种病原

菌&或特殊细胞'感染率见表
"

+

8

)

表
"

!

"8%%

例标本中各种病原菌$或特殊细胞&感染情况

项目 单纯支原体 单纯
fa

单纯线索细胞 单纯
'a fac

支原体
'ac

支原体
线索细胞

c

支原体

'acfac

支原体

感染&

(

'

#%3 ""% -$ 3 && "/ "+ 8

感染率&

.

'

$#,%/ 3,"- &,%/ %,-+ +,+% ",+% ",8+ %,"-

表
8

!

-%8

例异常标本病原体感染情况

项目 支原体
fa

线索细胞
'a

感染例数&

(

'

+"% "-/ // 83

感染率&

.

'

#8,+% "#,/$ -,$$ 8,#8

D

!

讨
!!

论

统计结果显示#疑有妇科炎性反应的女性阴道分泌物异常

-%8

例#占
+/,+%.

#支原体感染率为
#8,+.

#与陈嫒和安乐

农1

$

2报道的
#8,&.

相近#高于周家文与王世鹏1

#

2报道的

8%,$&.

)

fa

+线索细胞+

'a

的感染率分 别 为
"#,/$.

+

-,$$.

+

8,#8.

#其中支原体感染率远大于
fa

+

'a

+线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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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病原体)支原体是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最小原核细胞型

微生物)不耐酸和热#对表面活性物质如肥皂极为敏感)目前

已证实对人致病的支原体主要有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等

类型)国内外研究表明#解脲支原体是人类泌尿生殖道的常见

病原体#其次是人型支原体#它们与许多泌尿生殖道感染+围生

期感染和不育症有关#主要传播途径为性接触传播和母婴传

播)支原体感染非常容易反复#给患者的身心带来极大的痛

苦)支原体通过其特殊结构#紧密地黏附于易感宿主细胞膜受

体上#释放有毒代谢产物#使宿主细胞受损#并自宿主细胞吸取

营养物质)解脲支原体的致病机制可能与其侵袭性酶和毒性

产物有关1

+

2

)支原体的生物特性和致病机制提示支原体感染

确实需要重视和积极防治)

本研究中发现多种病原体感染达到
/,#8.

#其中支原体

合并
fa

感染最多#有
+,+.

的感染率)一些患者往往先感染

支原体#再重复感染后常合并
fa

感染)引起
fa

性阴道炎的

真菌主要是白色念珠菌)当阴道内糖原增加#酸度增高#适合

白色念珠菌繁殖引起炎性反应#长期滥用抗生素者导致阴道菌

群失调和免疫力低下时易感染真菌性阴道炎)这提示医生应

合理使用抗生素#治疗支原体感染性阴道炎时要避免经验用

药#应根据抗菌药敏谱合理使用抗生素#避免引起支原体合并

fa

感染或合并其他病原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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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艾滋病患者血清乳酸脱氢酶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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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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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检测艾滋病患者及健康人的血清乳酸脱氢酶"

*0̂ 9*

#水平!分析其临床价值$方法
!

采用乳

酸法检测健康人"对照组#和艾滋病患者的
*0̂ 9*

水平!并进行比较$结果
!

艾滋病患者
*0̂ 9*

水平明显升高!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0̂ 9*

的检测有助于临床医生对艾滋病患者病情的判断及

治疗$

!关键词"

!

艾滋病&

!

乳酸脱氢酶&

!

临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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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酸脱氢酶&

*0̂ 9*

'是体内能量代谢过程中的一种重要

的酶)

*0̂ 9*

几乎存在于所有组织中#以肝+肾+心肌+骨骼

肌+胰腺和肺中为最多)这些组织中的
*0̂ 9*

的活力比血清

中高得多)所以#当少量组织坏死时#

*0̂ 9*

即释放到血液

中)为了解艾滋病患者血清
*0̂ 9*

水平#作者对
"-+

例艾滋

病患者的血清
*0̂ 9*

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
8%%3

年
3

月
8%

日至
8%"%

年
#

月
"%

日到

本院就诊或住院的艾滋病患者
"-+

例&病例组'#年龄
"/

!

/%

岁#男
""%

例#女
&+

例)对照组
"$-

例为本院健康体检人员)

B,C

!

仪器
!

日本
;RR!')9#%

全自动生化仪)

B,D

!

试剂
!

*0̂ 9*

试剂由北京康大泰科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

B,K

!

检测方法
!

*0̂ 9*

检测采用速率法进行测定)

B,N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处理用
>b8

表示)组间比较用
J

检验)

C

!

结
!!

果

C,B

!

在本试验条件下#对照组的血清
*0̂ 9*

测定#

>b8

为

&

"&&,/#b$/,%-

'

!

"

*

#

%B

为
88,3-.

#本实验室正常参考值

范围为
/%

!

8#+!

"

*

)病例组
*0̂ 9*

测定均值为&

8%/,-/b

"%&,/"

'

!

"

*

#

%B

为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JZ"#,%-

#

!

#

%,%"

'#见表
"

)

C,C

!

病例组中有
$/

例
*0̂ 9*

超过
8#+ !

"

*

#异常率为

8",-".

#均值为&

$&%,%%b"$+,$3

'

!

"

*

#其中测定值在
8#&

!

"%%%!

"

*

#见表
"

)

表
"

!

病例组与对照组血清
*0̂ 9*

比较

组别
(

结果大于
8#+!

"

*

异常率&

.

'

对照组
"$- "&&,/#b$/,%- %

&

%,%%

'

病例组
"-+ 8%/,-/b"%&,/" $/

&

8",-"

'

D

!

讨
!!

论

*0̂ 9*

是一种糖酵解酶#存在于机体所有组织细胞的胞

质内#其中以肾脏含量较高)

*0̂ 9*

升高可见于急性心肌梗

死+肝炎+急性肝细胞损伤及骨骼肌损伤+风湿性心脏病+急性

病毒性心肌炎+溶血性贫血+肾坏死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2̂a

'是一种能攻击人体内脏系统的病毒)它把人体免疫系

统中最重要的
'#

淋巴组织作为攻击目标#大量破坏
'#

淋巴

组织#产生高致命性的内衰竭)这种病毒在地域内终生传染#

破坏人体的免疫平衡#使人体成为各种疾病的载体)

2̂a

本

身并不会引发任何疾病#而是当免疫系统被
2̂a

破坏后#人体

由于抵抗能力过低#丧失复制免疫细胞的机会#从而感染其他

的疾病导致各种复合感染)艾滋病患者因抵抗能力极度下降

会出现多种感染#如带状疱疹+口腔真菌感染+肺结核#以及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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