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感染为
(2*!%

型合并的感染#共
!%

例#占二重感染
%&879

$

!%

"

"'$

%#其次为
(2*"5

和
!:

型的感染#分别为
7"

和
%:

例#占二重感染
%"859

$

7"

"

"'$

%和
"%8"9

$

%:

"

"'$

%#最常见二

重感染类型为
(2*"5

,

!%

型#其次为
(2*!%

,

!#

型+提示

(2*"5

,

!%

型不光在单亚型感染中占有较大比例#在多重感

染中也极为常见+本次检测的结果与国内外文献报道不尽相

同#提示
(2*

感染的型别分布具有人群或地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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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及耐药情况分析

吴国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及其药敏情况!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
:%#5

例患者共
'"'

例阳性标本进行耐药性研究分析$结果
!

支原体感染占泌尿生殖道感染的

%&8'9

!常用抗菌药物中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克拉霉素&交沙霉素耐药率很低!依次为
:8:9

&

78%9

&

5859

&

":859

$环丙沙星&壮观霉素&氧氟沙星&诺氟沙星耐药率较高!依次为
!59

&

7%8%9

&

7#879

&

&%879

!林可霉素耐

药率最高!总耐药率为
'$859

$结论
!

支原体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已较严重!应引起临床重视$

"关键词#

!

泌尿生殖道%

!

支原体%

!

耐药性

!"#

!

$%&'()(

"

*

&+,,-&$)./0(122&/%$$&%3&%2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7!!

"

%$""

#

$#6$''&6$%

!!

支原体感染是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

,;a

%最常见的病原

菌之一#可导致传染,复发和并发症的发生#可引起不孕#也是

引起女性围生期母婴垂直传播感染的重要病原体之一#主要由

性接触传播#感染主要有解脲脲原体$

aA

%和人型支原体

$

WH

%+为了更好地了解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及药敏情况#

作者将本院
:

年来支原体感染情况及药敏情况进行总结#现报

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样本来源
!

%$$&

!

%$$'

年来到本院就诊检查支原体的

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
::'5

例#其中男
"%5:

例#女
%"::

例#

年龄
"!

!

5'

岁#所有患者在取样本前
"

周未服用一切抗菌

药物+

$8/

!

试剂与方法
!

试剂盒采用美国其昌达生物高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生产的
aA

,

WH

培养鉴别定量药敏试剂盒#培养及鉴

定严格按试剂盒说明和步骤操作+

$8'

!

结果判断
!

对
aA

,

WH

培养阳性者进行林可霉素,罗红

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交沙霉素,阿齐霉素,环丙沙星,司

帕沙星,壮观霉素,克拉霉素,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

种抗生素药敏试验+药物敏感$

1

%!药物低浓度孔及高浓度

孔均无支原体生长(中度敏感$

W

%!药物低浓度孔有支原体生

长#而高浓度孔无支原体生长(耐药$

4

%!药物低浓度孔及高浓

度孔均有支原体生长+

/

!

结
!!

果

":

种抗菌药物耐药情况见表
"

,

%

+表
"

结果表明!支原体

是泌尿生殖道感染最常见的病原菌之一#约占
%&8"9

#且以

aA

感染为主#约占
&!8:9

+表
%

结果表明!支原体药敏试验

中#林可霉素耐药率最高#总耐药率为
'$859

#环丙沙星,壮观

霉素,氧氟沙星,诺氟沙星耐药率较高#依次为
!58$9

,

7%8%9

,

7#879

,

&%879

#罗红霉素,司帕沙星,左氧氟沙星耐药

率较低#依次为
:!8"9

,

:%8:9

,

::8&9

#强力霉素,美满霉素,

克拉霉素,交沙霉素耐药率很低#依次为
:8:9

,

78%9

,

5859

,

":859

#其中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呈逐年下降趋势+

表
"

!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情况%

'

&

项目
%$$&

年

$

'Z#!%

%

%$$#

年

$

'Z""%#

%

%$$'

年

$

'Z"%!5

%

合计

$

'Z:%#5

%

aA

阳性
"55 %:! %'" 5'%

WH

阳性
%: :! :5 '7

aA

,

WH

阳性
:: 7# !% "::

总阳性数
%%% :"# :&' '"'

总阳性率$

9

%

%58" %#8% :$8% %&8'

表
%

!

支原体药敏耐药情况)

'

%

9

&*

抗菌药物
%$$&

年

$

'Z%%%

%

%$$#

年

$

'Z:"#

%

%$$'

年

$

'Z:&'

%

总耐药率

$

'Z'"'

%

林可霉素
"''

$

'$8!

%

%'$

$

'"8!

%

:77

$

'$8#

%

#::

$

'$85

%

罗红霉素
&&

$

:78&

%

""%

$

:!8%

%

":7

$

:78#

%

:%:

$

:!8"

%

强力霉素
#

$

:85

%

"$

$

:8"

%

"%

$

:8%

%

:$

$

:8:

%

美满霉素
"$

$

78'

%

":

$

78"

%

"5

$

78%

%

:'

$

78%

%

交沙霉素
:$

$

":8!

%

7"

$

":8%

%

!7

$

"78%

%

"%!

$

":85

%

阿齐霉素
&$

$

:$85

%

"$"

$

:"8&

%

""#

$

:"8"

%

%#'

$

:"87

%

环丙沙星
""&

$

!%8&

%

"&!

$

!!8$

%

%%:

$

!#8#

%

!"!

$

!58$

%

司帕沙星
&:

$

:%8'

%

"$5

$

::8"

%

""#

$

:$8'

%

%'&

$

:%8:

%

壮观霉素
':

$

7"8'

%

":5

$

7%8#

%

"!'

$

7"8'

%

:##

$

7%8%

%

克拉霉素
"!

$

58#

%

%"

$

585

%

%!

$

585

%

5"

$

585

%

氧氟沙星
"$:

$

7587

%

"!"

$

7&8!

%

"'"

$

!$87

%

77!

$

7#87

%

左氧氟沙星
&%

$

:%87

%

"$5

$

::8:

%

":%

$

:785

%

:"$

$

::8&

%

诺氟沙星
"!%

$

5#8!

%

%%5

$

&"8"

%

%#&

$

:&8!

%

55!

$

&%87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7

月第
#

卷第
#

期
!

/GMWDC3LIB

!

-

S

EIL%$""

!

*@L8#

!

,@8#



'

!

讨
!!

论

泌尿生殖道感染是常见的一种性传播疾病#且有逐年上升

趋势+支原体是泌尿生殖道感染中最常见的病原体#且以
aA

和
WH

感染为主#

aA

和
WH

感染与人类自发性流产,非淋菌性

尿道炎,不孕不育等多种泌尿生殖道疾病关系密切)

"

*

+其感染

和耐药情况直接影响到临床医务工作者对泌尿生殖道感染患

者的诊疗效果+近年来#由于各种治疗支原体的抗生素不断应

用于临床#支原体的耐药性也不断增强#耐药率也不断加#这与

药物临床应用时间,使用频率及滥用抗生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目前临床上多采用四环素类,喹喏酮类,大环内酯类等干

扰蛋白质合成的药物进行治疗)

%

*

+通过本实验可以看出#四环

素类的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和大环内酯类的克拉霉素,交沙霉

素耐药率很低#可作为支原体感染的首选药物#环丙沙星,诺氟

沙星,氧氟沙星在
'$

年代曾被广泛使用于治疗泌尿生殖道感

染+随着大量喹喏酮类新药出现#其价格也逐渐相对便宜#且

使用频率超过其他药物品种#逐渐导致大量耐药菌的产生#耐

药率也逐年升高+因此#作者认为#应提倡合理检查,合理用

药#并加强耐药监测#这有助于了解支原体的耐药模式#也有助

于有效防治疾病,延缓耐药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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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液基细胞学阳性检出率分析

廖国祥!聂逢兵"湖北省应城市中医医院
!

7:%7$$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比较医院临床实验室与医学独立实验室进行子宫颈液基细胞学"

?3?

#检测项目对子宫颈

上皮内病变的检出率$方法
!

应用
-?26)

自动液基薄层细胞涂片机检测了
"$5

例子宫颈
?3?

!其诊断分类按照

?)1

"

%$$"

年#标准执行$结果
!

本实验检测宫颈
?3?

的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阳性检出率为
":8%9

"

"7

'

"$5

#!明

显高于其他医学独立实验室同类项目的阳性检出率
"8":9

"

%

'

"&&

#!前者阳性检出率是后者的
"85#

倍"

":8%

'

"8":

#!两者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Z%$5:85

!

C

#

$8$"

#$结论
!

不同医学实验室进行子宫颈
?3?

检测报

告的子宫颈上皮内病变的阳性检出率差别较大可能是由于制片&阅片&诊断标准的掌握等多种原因导致的%医学独

立实验室宫颈
?3?

报告的上皮内病变检出率较低可能是由于报告签发者不能直接与临床医生和患者交流!掌握的

临床资料也很有限!因此发出的报告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保守$

"关键词#

!

子宫颈%

!

液基细胞学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7!!

"

%$""

#

$#6$''#6$%

!!

子宫颈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广泛应用于

临床的子宫颈液基细胞学$

?3?

%检查极大地提高了宫颈病变

的检出率#对宫颈上皮内病变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

疗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分析证明#宫颈
?3?

的

阳性检出率极大地优于传统巴氏涂片法)

"

*

+本科于近年来开

展宫颈
?3?

检查#刚开始时标本外送至本省城某医学独立实

验室检查#其阳性检出率很低$

"8":9

%+自
%$"$

年
5

月初起#

本院购进相应设备开展宫颈
?3?

检查项目#作者在对近
%

个

月的
"$5

例宫颈
?3?

检查结果分析发现#本科宫颈
?3?

检查

的阳性检出率$

":8%9

%明显高于本科以前外送的宫颈
?3?

检

查的阳性检出率$

"8":9

%#前者阳性检出率是后者的
""85#

倍

$

":8%

"

"8":

%#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设备
!

-?26)

自动液基薄层细胞涂片机$湖北孝感市奥

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品%+宫颈
?3?

制片!按设备说明书

操作+

$8/

!

标本来源
!

来自本院
%$"$

年
5

!

&

月妇科门诊和住院患

者标本
"$5

例+

$8'

!

宫颈
?3?

诊断分类按照
?)1

$

%$$"

年%标准执行)

%

*

+

$8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精确
"

% 检验)

:

*

+

/

!

结
!!

果

/8$

!

本科
%$$'

年全年外送至本省某医学独立实验室宫颈

?3?

检查标本计
"&&

例$以下简称外送标本%#共检出
%

例提

示有宫颈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10/

%#阳性检出率为

"8":9

$

%

"

"&&

%#其余标本均报告为不同程度的炎性病变(其中

"

例
/10/

患者在本院行宫颈活检报告为
1!(

级+

/8/

!

本科
%$"$

年
5

!

&

月自检宫颈
?3?

标本计
"$5

例$以下

简称自检标本%#各类病变检出率见表
"

+从表
"

看出#除炎性

病变外#其他各种病变总检出率为
"'8#$9

$

%"

"

"$5

%(非典型

鳞状细胞意义不明确$

-136a1

%,非典型鳞状细胞不除外高级

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136(

%和
/10/:

项的合计检出率为

":8%9

$

"7

"

"$5

%#此
:

项的合计检出率
":8%9

$

"7

"

"$5

%与外送

标本的
/10/

检出率
"8":9

$

%

"

"&&

%二者相比较#自检标本阳

性检出率是外送标本检出率的
""85#

倍$

":8%

"

"8":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Z%$5:85

#

C

#

$8$"

%+

表
"

!

"$5

例宫颈
?3?

检查按病变分类检出分布表

项目
-136a1 -136( /10/

真菌 放线菌 提示
(2*

感染 炎性病变 合计

' 5 7 7 : " : #! "$5

检出率$

9

%

!855 :8&& :8&& %8#: $8'7 %8#: #$8%$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7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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