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还会使结核菌的耐药率上升#难以控制传播.

$

/

*改良酸性

罗氏培养基的成分不适合
S

型菌生长所需而造成培养假阴性

现象*$

"

%由于操作不当造成检验工作上的技术误差*$

!

%细

菌受化疗药物及环境因素影响出现变异#细菌有可能进入休眠

状态#大部分时间处于代谢不活跃#或部分涂片阳性患者感染

带有依赖某种抗结核药物才能生长的分枝杆菌#例如依赖

fc&

和依赖
ZYa

才能生长的分枝杆菌#现有培养基的成分不

足以激活其生长而出现培养假阴性现象*至于什么原因引起

该类细菌出现变异及休眠状态和药物依赖性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痰培养阳性的肺结核患者即为传染源#每个传染源每年可

传染
6#

"

6"

人.

5

/

*痰标本结核分枝杆菌分离培养是发现传染

源及早控制结核病传播的主要手段.

"

/

*但目前还没有一种较

理想的能激活
S

型(变异型(药物依赖型以及能使处于休眠状

态下的结核菌重新生长的培养基*对开展结核菌的生物学性

状及检测技术的探讨#对如何提高培养阳性率#及早发现病例

控制传染源#减少结核病的流行传播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化疗药物的广泛应用#各种原因引起细菌的变异及部

分患者不按规定服药#难免会出现各种原因而影响涂片阳性培

养阴性结果*尽管痰结核菌培养的结果不是作为
6##[

传染

诊断的主要方法#但结果可信度高#并能做结核菌的药敏试验#

给临床治疗(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培养结果及药敏试

验亦能发现耐多药和非典型分枝杆菌病例#如何克服各种影响

因素提高培养阳性率#给临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是当前需要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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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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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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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研究门诊常规检查妇女的生殖道感染的情况及解脲支原体"

40

#&人型支原体"

V@

#的药敏试

验$方法
!

对
%UU

例妇女运用试剂盒进行衣原体快速检测!以及
40

和
V@

分离鉴定&计数&药敏$结果
!

%UU

例妇

女支原体和衣原体感染情况分析%

6#

例"

$859[

#沙眼衣原体检查阳性!

!#

例"

%#8U$[

#支原体培养阳性$其中!

"!

例"

6(855[

#

40

培养阳性!

6$

例"

58"6[

#

V@

阳性$

"!

株
40

对罗红霉素&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和司帕沙星的耐

药率分别为
U8%[

&

(86[

&

$86[

&

%8$[

!对多西环素&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和克拉霉素&阿奇霉素未检测到耐药性$

6$

株
V@

对多西环素&阿奇霉素和司帕沙星的耐药性分别是
"#[

&

"#[

和
6##[

!对其他药物没有检测到耐药性$

结论
!

关注女性生殖道健康!对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后运用合适的抗生素进行治疗$

"关键词#

!

解脲支原体'

!

人型支原体'

!

衣原体'

!

支原体感染'

!

衣原体感染'

!

药物敏感性试验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9%)(5""

"

%#66

#

#!)#9#$)#%

!!

生殖道感染是指发生在生殖系统的一组感染性疾病*女

性生殖道感染在全球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是女

性生殖系统受到细菌(病毒(假丝酵母菌(滴虫(衣原体(支原体

等致病微生物感染的总称*女性生殖道受解剖(生理(性生活(

分娩和卫生习惯及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易发生各种

感染.

6

/

*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

D@,>.

-

FE>?A>D@;.>?E1

#

W:

%感染是常

见的性病#在妇女怀孕期间可导致母婴传播#对母体本身及胎

儿(新生儿均可造成明显的不良后果*解脲支原体$

0A<>

/

,>1)

.>0A<>,

-

?ED0.

#

40

%和人型支原体$

.

-

D;

/

,>1.>@;.ECE1

#

V@

%

也是妇女生殖道常见的阴道定植菌*在多数妇女中#

40

和

V@

的存在不会对其造成很明显的不良后果#但是仍有不少研

究显示孕期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可导致自然流产(早产(绒毛膜

羊膜炎(产后子宫内膜炎(细菌性阴道病等#对于胎儿及新生儿

而言#生殖道支原体的感染更可能会导致呼吸道疾病发生率明

显提高.

%

/

*正因为这些不良的后果#使得女性生殖道感染的研

究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就本院常规妇科检查的妇女的生殖道和

支原体感染情况及支原体药敏情况进行分析报道#以期为妇女

生殖道健康的研究提供线索*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6#

年
6

"

!

月来本院妇科门诊进行常规妇

科检查的妇女
%UU

例#年龄
6(

"

"U

岁*所有被检查者在此次

研究前
$#F

均无局部或全身应用抗生素史*

$8/

!

仪器与试剂
!

试剂盒!衣原体快速检测试剂盒$珠海丽珠

试剂有限公司%)

40

和
V@

分离鉴定(计数(药敏试剂盒$珠海

丽珠试剂有限公司%#其中包括!

40

和
V@

培养基)含
(

种抗生

素的药敏微孔板#

(

种抗生素包括多西环素(美满霉素(交沙霉

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阿奇霉素(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和司

+

$#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6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S>GV<FW,EC

!

V>AD@%#66

!

X;,8U

!

Y;8!

"

基金项目$吴阶平医学基金资助项目$

$%#8!9"#8#U#!6

%*



帕沙星*

$8'

!

方法
!

常规外阴消毒#用无菌棉签取宫颈口拭子立即送

微生物实验室进行衣原体快速检测(

40

和
V@

分离鉴定加药

敏分析*所有拭子在收集后
%@

内均在实验室进行相关处理*

处理的步骤按照使用说明书严格操作*

40

和
V@

分离鉴定加

药敏分析则分别于
%5@

和
5U@

观察结果*至此#可以获得!生

殖道
W:

(

40

和
V@

的阳性率以及
40

和
V@

对上述
(

种抗生

素的敏感程度*

/

!

结
!!

果

/8$

!

感染情况的分析
!

%UU

例妇女支原体和衣原体感染的情

况分析见表
6

#其中
!#

例$

%#8U$[

%支原体培养阳性#

(

例

$

$86%[

%

40

和
V@

两者均阳性*

表
6

!

W:

'

V@

及
40

的阳性情况分析

感染种类
5

阳性数 阳性率$

[

%

W: %UU 6# $859

40 %UU "! 6(855

V@ %UU 6$ 58"6

/8/

!

支原体药敏实验情况的分析
!

"!

株
40

对罗红霉素(氧

氟沙星(左氧氟沙星和司帕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U8%[

(

(86[

(

$86[

(

%8$[

#对多西环素(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和克拉

霉素(阿奇霉素未检测到耐药性*

6$

株
V@

对多西环素(阿奇

霉素和司帕沙星的耐药性分别是
"#[

(

"#[

和
6##[

#对其他

药物没有检测到耐药性*绝大多数
40

和
V@

对多西环素(美

满霉素(左氧氟沙星和克拉霉素敏感#阿奇霉素仅对
40

有效#

而对
V@

基本不敏感*

表
%

!

%UU

例妇女
40

和
V@

药敏情况分析%

[

&

药物
40

$

57"!

%

f T Z

V@

$

576$

%

f T Z

多西环素
#8# 6#8## #8# "#8# "#8# #8#

美满霉素
#8# (U8( 686 #8# 6##8# #8#

交沙霉素
#8# 6##8# #8# #8# #8# 6##8#

克拉霉素
#8# 6##8# #8# #8# 6##8# #8#

罗红霉素
U8% 598% 558! #8# #8# 6##8#

阿奇霉素
#8# U$8# 698# "#8# #8# "#8#

氧氟沙星
(86 $!8! "58$ #8# "#8# "#8#

左氧氟沙星
$86 9#86 %!8U #8# 6##8# #8#

司帕沙星
%8$ U"8! 6%86 6##8# #8# #8#

!!

注!

f

表示耐药#

T

表示敏感#

Z

表示中介*

'

!

讨
!!

论

阴道微生态环境紊乱是生殖道感染发生的基础#健康女性

阴道微生态系统中以乳酸杆菌占优势#维持阴道
/

a

值在
$8U

"

58%

#抑制其他病原微生物的生长#

5#[

健康女性阴道中存在

阴道加德纳菌(

40

和
V@

*因此健康女性阴道微生态环境中

潜伏大量致病菌或特使病原体#影响阴道生态平衡的阴道环境

主要为
/

a

值#

/

a

值的改变会使生殖道微生物组成发生变化#

导致生殖道发生感染.

$

/

*

W:

为专性细胞内病原体.

5)!

/

#人类是其自然宿主#宿主细

胞常为无纤毛的柱状或立方上皮细胞#在女性生殖道中主要是

存在于宫颈内膜(子宫内膜(输卵管内膜等*

W:

目前有
6"

种

血清型#与女性生殖道相关的血清型主要是
b

(

'

(

c

(

N

(

a

(

Z

(

P

和
g

*

W:

的存在形式有两种#即感染体和繁殖体#感染体能通

过吸附作用附着到易感宿主细胞上#接着被吞噬而进入未感染

细胞内#并经重组形成繁殖体#在细胞内生长和复制#产生新的

感染体#再经细胞破裂而被释出细胞外*

W:

的治疗首选四环

素类药物#大环内酯类为次选药物#喹诺酮类药物效果欠佳*

绝大多数青霉素类药物对
W:

无效#一般不推荐使用#但可用

氨苄青霉素治疗*

支原体是一类原核细胞生物#无细胞壁#大小介于细菌与

病毒之间*在女性生殖道中#以
V@

和
40

最为常见*

V@

感

染多引起阴道炎(宫颈炎和输卵管炎#而
40

则引起非淋菌性

尿道炎#主要因致病菌吸附到泌尿生殖道黏膜柱状上皮.

9

/所

致*目前研究表明
40

致病与血清型相关#也可能与宿主共

存#不表现感染症状#仅在某些条件下引起机会性感染#且常与

其他致病菌共同作用*于红等.

%

/指出#南京市育龄妇女支原体

的检出率较高#

40

与女性生殖道其他常见病原体的混合感染

对呼吸道感染的发生有协同作用*支原体感染耐药性严重#对

抗生素敏感性降低#在抗生素选用方面无代表性药物#应先做

培养及药敏试验后#选择最敏感药物#针对性地确定治疗方案*

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
%UU

例妇女支原体和衣原体感染情

况分析见表
6

#其中
6#

例
W:

检查阳性$

$859[

%#

!#

例

$

%#8U$[

%支原体培养阳性*其中#

"!

例$

6(855[

%

40

培养阳

性#

6$

例$

58"6[

%

V@

阳性#

(

例$

$86%[

%

40

和
V@

两者均阳

性*生殖道
W:

感染的检出率根据各实验室的检测方法不同

而有差异#具有操作简单(报告快捷的特点#在临床容易推广*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由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及部分地区的

抗生素滥用#在多数地区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耐药

率均较高*本实验中#

40

对罗红霉素及喹诺酮类中的氧氟沙

星(左氧氟沙星和司帕沙星都有不同程度的耐药#相对而言#其

对四环素族如多西环素(美满霉素以及大环内酯类中的交沙霉

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均未检测到耐药*此药敏结果可以为

人群支原体感染的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V@

则因为本次实验

检测分析例数相对较少#药敏分析参考价值小#尚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参考文献

.

6

/ 邱立平#丁辉
8

女性生殖道感染现状及保健措施.

P

/

8

中国

妇幼保健#

%##!

#

%6

$

6%

%!

6!(")6!(!8

.

%

/ 于红#王蓓#金辉#等
8

女性生殖道感染中多种病原体的交

互作用分析.

P

/

8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

#

%%

$

U

%!

"(5)"(!8

.

$

/ 朱剑文#邹丽#王轶英#等
8

解脲支原体感染患者早孕绒毛

VV&(

和
:ZV&Z

蛋白的原位杂交检测.

P

/

8

中国妇幼保

缝#

%##U

#

%$

$

65

%!

6((()%###8

.

5

/ 赵更力#王临虹#周敏#等
8%(U"

例已婚妇女生殖道沙眼

衣原体感染临床特点分析.

P

/

8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

志#

%##%

#

6U

$

(

%!

""")""98

.

"

/ 刘加富#沈秀芬
89!U

例非淋菌性尿道炎患者支原体(衣原

体感染检测及药敏分析.

P

/

8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

9

$

66

%!

6#(9)6#(U8

.

!

/ 秦涛
8(6$

例泌尿生殖道感染病原分析.

P

/

8

检验医学与临

床#

%##(

#

!

$

6(

%!

6!9#)6!968

.

9

/ 贾翠兰#许时菲#海如古
8

不同民族女性生殖道病原体感

染检测结果分析.

P

/

8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U

#

9

$

$

%!

6U%8

$收稿日期!

%#6#)6#)6"

%

+

5#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6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S>GV<FW,EC

!

V>AD@%#66

!

X;,8U

!

Y;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