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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状况及药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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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了解长沙地区男性和女性支原体流行病学情况!建立本地区支原体药敏谱!为临床合理用药提

供参考依据%方法
!

利用珠海浪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支原体试剂盒!对
%FGO

例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的尿

道"宫颈#分泌物标本进行解脲脲原体"

X5

#和人型支原体"

8+

#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结果
!

在
%FGO

例疑似病

患中!支原体阳性
H)A

例!阳性率
G%DGY

!以
X5

检出率最高!达
((DMY

&其次为
X5 _8+

混合感染检出率为

%GD)Y

&单纯
8+

感染检出率最低为
GDHY

%从性别看!男性阳性率为
(GDAY

!女性阳性率为
GGD)Y

!女性感染率明

显高于男性%药敏结果表明交沙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
L

种抗菌药物对支原体有较高的抑菌能力!而红霉素的

耐药性最高也最普遍%结论
!

长沙地区支原体感染以
X5

感染为主!

X5_8+

混合感染也逐年增多%男女性泌尿

生殖道支原体"

X5

$

8+

$

X5_8+

#对常用抗生素药敏谱基本接近!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强力霉素可作为本地区经

验性治疗支原体感染的首选抗生素%

!关键词"

!

解脲脲原体&

!

人型支原体&

!

感染&

!

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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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脲原体&

X5

'和人型支原体&

8+

'多寄生在男性尿道

和阴茎包皮内#能引起男性前列腺炎或附睾炎#严重时可导致

男性不育(寄生在女性阴道内能引起女性阴道炎#宫颈炎#并可

导致流产*据报道在病因明确的习惯性流产中#感染性因素占

第
(

位#在诸多生殖道感染因素中#支原体感染占首位+

%

,

*尤

其近年来由于广谱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使得支原体耐药株日益

增多#给临床用药带来诸多困难*了解长沙地区支原体感染和

耐药性状况对临床合理有效治疗支原体感染有重要意义*为

此#对
())F

年
A

月至
()%)

年
A

月来本院就诊的
%FGO

例支原

体培养及药敏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DD

!

一般资料
!

())F

年
A

月至
()%)

年
A

月来本院妇科)泌尿

外科就诊的疑似患者
%FGO

例#其中男性
(MA

例#女性
%MH(

例#平均年龄
L(

岁&

%H

#

AL

岁'*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尿道

&宫颈'分泌物#尿频#尿急#尿痛等不适症状*

DDE

!

标本采集方法
!

男性患者消毒尿道口#用男性无菌棉拭

子插入尿道口
(D)

#

(DA*0

#旋转
(

#

L

圈#停留约
L

#

A<

后取

出*女性患者先清除阴道及宫颈口分泌物#然后用女性无菌棉

拭子插入宫颈
%

#

(*0

#旋转
(

#

L

圈#停留约
L

#

A<

后取出#

避免接触阴道壁*将标本置于培养基中送检*

DDF

!

检测方法
!

采用珠海浪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支原

体培养)鉴定和药敏试验一体化试剂盒*本试剂盒中培养基可

同时培养
X5

和
8+

#药敏板中的抗生素为交沙霉素)强力霉

素)美满霉素)克拉霉素)环脂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甲

砜霉素)加替沙星)左氧氟沙星)红霉素)环丙沙星等
%(

种*具

体操作方法及结果判定严格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DDG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进行分析*

E

!

结
!!

果

EDD

!

支原体培养结果
!

在
%FGO

例疑似病患标本中#支原体

培养阳性
H)A

例#总阳性率为
G%DGY

#以
X5

检出率最高#达

((DMY

(其次为
X5_8+

混合感染检出率为
%GD)Y

(单纯
8+

感染检出率最低为
GDHY

*从性别看#男性阳性率为
(GDAY

#

-

FF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O

卷第
(L

期
!

97:824'3/.

!

I2*20:2,()%)

!

-̂3DO

!

T-D(L



女性阳性率为
GGD)Y

#女性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见表
%

'*

表
%

!

%FGO

例患者支原体感染情况(

(

%

Y

&)

支原体类型 男&

(E(MA

' 女&

(E%MH(

' 合计&

(E%FGO

'

X5

阳性
G%

&

%ADA

'

LFF

&

(LDO

'

GG)

&

((DM

'

8+

阳性
M

&

(DL

'

HO

&

AD(

'

FL

&

GDH

'

X5_8+

阳性
%H

&

MDH

'

(AG

&

%AD%

'

(O(

&

%GD)

'

合计
MA

&

(GDA

'

OG)

&

GGD)

'

H)A

&

G%DG

'

EDE

!

支原体药敏结果
!

从
H)A

例支原体阳性标本药敏结果可

以看出#

L

种类型&

X5

)

8+

)

X5_8+

'的感染中#表现出基本相

同的敏感性#对部分药物耐药性有区别#男女性分别所做的药

敏分析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表现出基本相同的耐药敏感性#

对交沙霉素)强力霉素和美满霉素有较强的敏感性#敏感率均

在
HLY

以上#对红霉素均表现出较高的耐药性*具体的药敏

分析见表
(

)

L

*

表
(

!

女性
OG)

例支原体对
%(

种抗生素的药敏结果(

(

%

Y

&)

抗菌药物
X5

&

(ELFF

'

敏感&

Y

' 中介&

Y

' 耐药&

Y

'

8+

&

(EHO

'

敏感&

Y

' 中介&

Y

' 耐药&

Y

'

X5_8+

&

(E(AG

'

敏感&

Y

' 中介&

Y

' 耐药&

Y

'

环脂红霉素
LO%

&

FLD)

'

A

&

%DL

'

(L

&

ADO

'

L

&

LDG

'

%

&

%D%

'

HL

&

FADA

'

L(

&

%(DM

'

(

&

)DH

'

(()

&

HMDM

'

强力霉素
LHO

&

FOD)

'

G

&

%D)

'

H

&

(D)

'

H(

&

FGDL

'

L

&

LDG

'

(

&

(DL

'

((M

&

HFD)

'

O

&

(DH

'

(%

&

HDL

'

交沙霉素
LFA

&

FFD)

'

)

&

)D)

'

G

&

%D)

'

HA

&

FODO

'

(

&

(DL

'

)

&

)

'

((L

&

F%DO

'

(

&

)DH

'

%F

&

ODA

'

甲砜霉素
%GH

&

LOD%

'

OA

&

%HDH

'

%FM

&

GFD%

'

AG

&

M(D%

'

M

&

MDF

'

(O

&

LOD)

'

MA

&

(ADM

'

(F

&

%%DG

'

%M)

&

MLD)

'

克拉霉素
LOA

&

FGD)

'

G

&

%D)

'

()

&

AD)

'

A

&

ADO

'

)

&

)D)

'

H(

&

FGDL

'

LL

&

%LD)

'

%

&

)DG

'

(()

&

HMDM

'

红霉素
AG

&

%LDA

'

MO

&

%MDH

'

(OH

&

MFDO

'

%

&

%D%

'

)

&

)D)

'

HM

&

FHDF

'

)

&

)D)

'

%

&

)DG

'

(AL

&

FFDM

'

环丙沙星
L(

&

HD)

'

(O

&

MDO

'

LG)

&

HADL

'

%)

&

%%DA

'

%

&

%D%

'

OM

&

HODL

'

M

&

(DG

'

G

&

%DM

'

(GG

&

FMD)

'

罗红霉素
%FG

&

GHDM

'

G%

&

%)D)

'

%MG

&

G%DG

'

%

&

%D%

'

)

&

)

'

HM

&

FHDF

'

%

&

)DG

'

A

&

(D)

'

(GH

&

FODM

'

左氧氟沙星
%)L

&

(ADH

'

A%

&

%(DO

'

(GA

&

M%DA

'

%L

&

%GDF

'

(

&

(DL

'

O(

&

H(DH

'

()

&

ODF

'

%L

&

AD%

'

((%

&

HOD)

'

美满霉素
LHM

&

FMDO

'

A

&

%DL

'

H

&

(D)

'

HA

&

FODO

'

%

&

%D%

'

%

&

%D%

'

(LM

&

FLD)

'

G

&

%DM

'

%G

&

ADG

'

阿奇霉素
(LM

&

AFD%

'

G)

&

%)D)

'

%(L

&

L)DF

'

(

&

(DL

'

%

&

%D%

'

HG

&

FMDM

'

H

&

LD%

'

O

&

(DH

'

(LF

&

FGD%

'

加替沙星
%L(

&

LLD%

'

LL

&

HDL

'

(LG

&

AHDM

'

((

&

(ADL

'

L

&

LDG

'

M(

&

O%DL

'

G(

&

%MDA

'

O

&

(DH

'

()A

&

H)DO

'

表
L

!

男性
MA

例支原体对
%(

种抗生素的药敏结果(

(

%

Y

&)

抗菌药物
X5

&

(EG%

'

敏感&

Y

' 中介&

Y

' 耐药&

Y

'

8+

&

(EM

'

敏感&

Y

' 中介&

Y

' 耐药&

Y

'

X5_8+

&

(E%H

'

敏感&

Y

' 中介&

Y

' 耐药&

Y

'

环脂红霉素
LH

&

F(DO

'

%

&

(DG

'

(

&

GDF

'

)

&

)D)

'

%

&

%MDO

'

A

&

HLDL

'

%

&

ADM

'

)

&

)D)

'

%O

&

FGDG

'

强力霉素
G)

&

FODM

'

%

&

(DG

'

)

&

)D)

'

A

&

HLDL

'

)

&

)D)

'

%

&

%MDO

'

%A

&

HLDL

'

%

&

ADM

'

(

&

%%D%

'

交沙霉素
G%

&

%))D)

'

)

&

)D)

'

)

&

)D)

'

A

&

HLDL

'

)

&

)D)

'

%

&

%MDO

'

%A

&

HLDL

'

%

&

ADM

'

(

&

%%D%

'

甲砜霉素
%L

&

L%DO

'

O

&

%OD%

'

(%

&

A%D(

'

L

&

A)D)

'

%

&

%MDO

'

(

&

LLDL

'

H

&

GGDG

'

%

&

ADM

'

F

&

A)D)

'

克拉霉素
LH

&

F(DO

'

)

&

)D)

'

L

&

ODL

'

)

&

)D)

'

)

&

)D)

'

M

&

%))D)

'

L

&

%MDO

'

)

&

)D)

'

%A

&

HLDL

'

红霉素
%(

&

(FDL

'

%)

&

(GDG

'

%F

&

GMDL

'

)

&

)D)

'

)

&

)D)

'

M

&

%))D)

'

)

&

)D)

'

)

&

)D)

'

%H

&

%))D)

'

环丙沙星
L

&

ODL

'

M

&

%GDM

'

L(

&

OHD%

'

)

&

)D)

'

)

&

)D)

'

M

&

%))D)

'

(

&

%%D%

'

)

&

)D)

'

%M

&

HHDF

'

罗红霉素
(H

&

MHDL

'

(

&

GDF

'

%%

&

(MDH

'

)

&

)D)

'

)

&

)D)

'

M

&

%))D)

'

)

&

)D)

'

%

&

ADM

'

%O

&

FGDG

'

左氧氟沙星
%G

&

LGD%

'

H

&

%FDA

'

%F

&

GMDG

'

(

&

LLDL

'

)

&

)D)

'

G

&

MMDO

'

L

&

%MDO

'

(

&

%%D%

'

%L

&

O(D(

'

美满霉素
G%

&

%))D)

'

)

&

)D)

'

)

&

)D)

'

M

&

%))D)

'

)

&

)D)

'

)

&

)D)

'

%G

&

OOD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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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性分析
())F

年
A

月至
()%)

年
A

月来本院就诊泌

尿生殖道感染者支原体检出率及对常用抗生素药物的耐药性

的过程中#发现有少部分女性患者的支原体培养基出现混浊现

象#在重新查找和收集每个病例与支原体培养同时所做的宫颈

分泌物常规&白带常规'检验结果时#得出结论!当支原体培养

基出现混浊时#有
H)Y

以上的患者同时有念珠菌感染#特别是

女性患者多见#这与刘杰等+

(

,的报道相符合*所以建议在实际

操作中如遇到培养基混浊现象应重新取标本做培养及药敏试

验#以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FGO

例疑似病患中#支原体阳性
H)A

例#阳性率达
G%DGY

#男性阳性率为
(GDAY

#女性阳性率为

GGD)Y

#女性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与郝金中和韩晶+

L

,报道的相一致#这可能是女性生理结

构使得女性泌尿生殖道的内环境和
S

]

值适宜支原体的生存#

还有可能是支原体易侵犯女性泌尿生殖道*另外在
H)A

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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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患者中以
X5

感染率最高#有
GG)

例#占
AGDOY

#明显低于卢

斌珠和李建民+

G

,报道的
HHDHY

#这可能与试验方法及地区差

异性有关*其次为
X5_8+

混合感染有
(O(

例#占
LLDHY

#

而单纯
8+

感染仅有
FL

例#占
%%DAY

#提示
8+

可能主要以复

合感染形式存在#与刘杰等+

(

,报道相似#而且
8+

可引起新生

儿尤其早产儿感染#故对育龄期及围产期妇女应引起重视*

因支原体无细胞壁#对青霉素)头孢菌素等作用于细胞壁

的抗生素不敏感#对作用于其核蛋白体#抑制或影响菌体蛋白

合成的抗生素敏感#故目前经验性治疗支原体感染常用抗生素

药物包括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和喹诺酮类*但由于近些年来

各种广谱抗生素的不规范使用#使得支原体的耐药株日益增

加#对药物的敏感性降低*分析本院所做的
%(

种药敏试验表

明#在本地区男女性感染支原体的药敏谱基本接近#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故临床在经验性选取抗生素治疗支原体感染时男

女性均可依据本地区同一药敏谱*药敏结果显示#

X5

)

8+

)

X5_8+L

种类型的感染都对大环内酯类的交沙霉素#四环

素类的美满霉素和强力霉素敏感性强#敏感率都在
F)Y

以上*

而对于以往治疗支原体感染有效的经验性用药如!红霉素)阿

奇霉素)罗红霉素等的敏感性正逐年下降#这与林森等+

A

,的报

道接近*在长沙地区对
X5

感染耐药性最高的抗生素为环丙

沙星#耐药率为
HADLY

#其次为红霉素(而对于
8+

)

X5_8+

这两种感染类型对红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环丙沙星#阿

奇霉素#环脂红霉素#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在
HAY

以上#基本

只对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和强力霉素有较好的敏感性#说明

8+

更易产生耐药株*所以临床在治疗由
8+

引起的泌尿生

殖系统感染时更应该注意抗生素的选择*

近十年来随着思想意识的改变)交通的便利)人口的频繁

流动使得性传播疾病与日俱增#而支原体感染作为一种性传播

疾病感染的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大部分女性在支原体感染

后症状轻微或无症状#常被忽视#不能及时治疗或根本不治疗#

所以临床上对于支原体的检查很重要#尤其是育龄男女*同时

建议在进行支原体培养时进行药敏实验#以便确定治疗的首选

药物或联合用药的最佳治疗方案#控制耐药株的产生#达到积

极有效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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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分析其症状特点*

从表
%

看出#

F)

例门诊患者中最常见的症状为抑郁&占

ALDLLY

')躯体化&占
A(D((Y

')焦虑&占
A%D%%Y

'#失眠&占

OODOHY

'症状与张克让+

(

,的报道不一致*从表
(

看出#性别差

异在躯体化)抑郁#恐怖症状女性比男性的表现得更为明显&

!

$

)D)A

'*从表
L

可以看出#人际关系差的患者比人际关系好

的患者各症状表现更为明显&

!

$

)D)%

'*从表
G

可以看出
LA

#

GA

岁年龄阶段人群较多&占
L(D((Y

'#在这年龄阶段女性症

状比男性更为明显&总均分
!

$

)D)A

'#突出表现为躯体化&

!

$

)D)%

')抑郁&

!

$

)D)A

')敌对&

!

$

)D)A

'#精神病&

!

$

)D)A

'*

GA

岁以上的患者总体症状比
GA

岁以下年龄组轻&总均分
!

$

)D)A

'*饮食及睡眠情况在
(A

#

LA

岁年龄阶段表现更为突出

&

!

$

)D)A

'*焦虑&

!

$

)D)A

')抑郁&

!

$

)D)A

')强迫&

!

$

)D)%

'在
(A

岁以下年龄组表现突出*从表
A

可以看出#精神科

门诊患者中小学文化程度患者所占的比例偏大&占
L%D%%Y

'*

除敌对在高中文化患者表现更为明显&

!

$

)D)A

'外#其他症状

在文化程度不同的患者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A

'*在

小学文化程度中女性恐怖症状比男性明显&

!

$

)D)%

'外#其余

均无明显差异&

!

%

)D)A

'*

失眠症状在精神科门诊患者较为常见#并且情感性精神

病)神经症等疾病多伴有失眠症状#并且大部分患者也因失眠

来就诊而被发现为抑郁症)焦虑症)躯体化障碍等精神科疾病*

在性别上#女性更易在家庭生活)工作中出现矛盾与冲突#同时

在处理矛盾时不如男性理性#因此比男性更易出现躯体化)抑

郁#恐怖症状+

G$A

,

*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使患者得到更多的心理

支持#能让患者找到良好的倾诉)发泄途径#更利于排解及处理

好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减轻各种心理及躯体上的症状#因此在

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引导患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着重要的

意义*在年龄上#

LA

#

GA

岁人群较多症状表现较突出#而
GA

岁以上人群症状表现相对较轻#在
(A

#

LA

岁人群抑郁)焦虑)

强迫明显#应该重视*在文化程度方面没有太多的差异*

因此#在精神科门诊更应关注处理抑郁)躯体化)焦虑#失

眠症状*加强对
LA

#

GA

岁年龄阶段患者#特别是对女性患者

的关注*引导患者处理好人际关系对患者的治疗也是不容忽

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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