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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分析

石丽琳!李志琴"重庆市璧山县中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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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
&11

例妇科疾病患者的阴道分泌物的检查!分析引起妇科疾病的主要原因$方法
!

选

择
%$$2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璧山县中医院妇科进行就诊的患者
&11

例!通过显微镜检等方法!考察阴道分泌

物的清洁度%

'

,

值%真菌%滴虫以及细菌性阴道疾病的比例$结果
!

阴道清洁度为
#

度和
$

度时!阴道处于健康状

态!当阴道清洁度为
+

度和
-

度时!为病理状态!提示阴道有炎性反应$由表
!

可见!

&11

例患者中!清洁度为
#

度

和
$

度的病例分别为
#"

例和
%3&

例!占总病例数的
334

'

+

度和
-

度的患者占一半以上$由表
%

可见!阴道分泌物

'

,

$

3)#

的患者为
!22

例!占总病例数的
%1)2%4

'阴道
'

,

(

3)#

的患者占总病例数的
"!)$14

$由表
(

可见!真

菌%滴虫以及细菌性阴道病的患者分别为
(!3

%

(%3

和
("&

例!占总病例数的比例分别为
3#)&34

%

3")$24

和

#")&#4

$结论
!

各种微生物是引起引导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因此!切断各种细菌的感染来源是杜绝各种妇科疾病

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

阴道分泌物'

!

真菌'

!

阴道滴虫'

!

细菌性阴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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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分泌物又称白带#是指从妇女阴道里流出来的一种带

有黏性的白色液体#它是由前庭大腺,子宫颈腺体,子宫内膜的

分泌物和阴道黏膜的渗出液,脱落的阴道上皮细胞混合而

成*

!

+

)白带中含有阴道乳酸杆菌,溶菌酶和抗体#故有抑制细

菌生长的作用*

%

+

)性行为过程中#白带会增多#对阴道有润滑

作用#便于进行性生活*

(

+

)一般月经中期白带增多#稀薄透明(

排卵后白带又变黏稠#混浊而量少)正常情况下白带为无色或

乳白色透明状液体#当白带出现色,质,量等变化时#称之为白

带异常#白带异常如果不及时诊断和治疗#容易使病情加重#影

响妇女身体健康#严重者甚至会导致不孕不育#因此#对于阴道

分泌物的检测十分重要)本文选择本院
%$$2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妇科进行就诊的患者
&11

例#观察其阴道分泌

物的检查结果#为妇科检查提供一定的临床资料)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2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

院妇科进行就诊的患者
&11

例#年龄
!&

!

#!

岁#均有性生活

史#所有患者就诊前
!

周内未使用抗生素)

&11

例患者中外阴

瘙痒者
%(1

例#白带异常者
3&2

例#阴道分泌物异味,分泌物增

多者
("!

例)

$)/

!

取样方法
!

患者平躺#双腿张开#妇科医生用阴道扩张器

扩张阴道#观察阴道分泌物的颜色及性状#并进行阴道清洁度

评分#同时用无菌棉签采集患者阴道分泌物放入一次性试管内

立即镜检)光学显微镜型号为日本
+*W.LY0

$奥林巴斯%

M_%!

型)

$)'

!

测定指标及方法
!

测定指标有阴道清洁度评级*

3

+

,阴道

'

,

值,阴道滴虫,真菌及细菌性阴道病)

$)')$

!

阴道清洁度评级标准
!#

度!大量阴道杆菌和上皮细

胞#白细胞
$

!

#

"

,L]

#杂菌无或极少(

$

度!中等量阴道杆菌

和上皮细胞#白细胞
!$

!

!#

"

,L]

#杂菌少量(

+

度!少量阴道

杆菌和上皮细胞#白细胞
!#

!

#$

"

,L]

#杂菌较多#提示有炎

症(

-

度!无阴道杆菌#有少量上皮细胞#白细胞大于
($

"

,L]

#

大量杂菌#提示阴道炎症严重)

$)')/

!

检测方法
!

阴道
'

,

值检测采用
'

,

值检测试纸进行

检测(阴道滴虫采用显微镜观察(真菌及其余细菌性疾病采用

革兰染色后进行观察判定)

/

!

结
!!

果

/)$

!

阴道清洁度评级结果
!

阴道清洁度评级结果分别是!

#

度
#"

例$

1)%14

%#

$

度
%3&

例$

(#)"&4

%#

#

度和
$

占总病例

数的
334

(

+

度
%((

例$

(()1"4

%#

-

度
!#%

例$

%%)$24

%#

+

度

和
-

度占一半以上)阴道清洁度为
#

度和
$

度时#阴道处于健

康状态#当阴道清洁度为
+

度和
-

度时#为病理状态#提示阴道

有炎性反应)

/)/

!

阴道
'

,

值的测定
!

阴道
'

,

值的测定结果分别是!

'

,

)

3)#

者
!22

例 $

%1)2%4

%#

3)#

$'

,

)

#

者
!&1

例

$

%3)3%4

%#

'

,

%

#

者
(%!

例$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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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滴虫,真菌及细菌性阴道病的检测结果
!

见表
!

)

表
!

!

阴道滴虫%真菌以及细菌性阴道病的检测结果

检测指标 总例数 阳性例数 检出率$

4

%

真菌
&11 (!3 3#)&3

滴虫
&11 (%3 3")$2

细菌性阴道病
&11 ("& #")&#

'

!

讨
!!

论

阴道炎症是妇科最常见的疾病#主要是由各种病原菌在阴

道内繁殖而导致的)主要的致病菌有阴道滴虫,真菌,淋球菌,

假丝酵母菌,嗜血杆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健康状况下的阴道

内寄居着大量的阴道乳酸杆菌#这些乳酸杆菌能够起到降低阴

道
'

,

值#维持阴道菌群平衡等保护作用*

#

+

)当妇女由于各种

原因#例如性行为不卫生,性生活频率过高,妇科手术等外界因

素影响时#导致阴道菌群微生态失衡#一些致病菌趁虚而入#从

而造成阴道炎症)

阴道清洁度是反映阴道健康的一项重要指标#正常情况

下#肠道是一个巨大的微生态系统#其内部的阴道乳酸杆菌能

够起到清除病原菌#降低肠道
'

,

值的作用*

&

+

)本组数据显

示#

&11

例患者中#清洁度为
#

度和
$

度的病例分别为
#"

例和

%3&

例#占总病例数的
334

(

+

度和
-

度的患者占一半以上#说

明阴道清洁度的降低能够反映阴道炎症的发生情况)

阴道正常
'

,

值应该在
3)#

以下#酸性的环境能够抑制许

多病原菌的生长和繁殖)当阴道
'

,

值在
3)#

以上#尤其是高

于
#

以后#乳酸杆菌生长受到抑制#大量病原菌在阴道内繁殖#

引起炎性反应*

"

+

)

各种微生物在阴道内的繁殖是引起阴道炎的主要原因#本

组数据显示#真菌,滴虫以及细菌性阴道病的患者分别为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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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
("&

例#占总病例数的比例分别为
3#)&34

,

3")$24

和

#")&#4

)其中细菌性阴道病所占的比例最大#达到
#")&#4

#

说明细菌性阴道病是引起妇科炎症的主要因素)淋球菌,假丝

酵母菌,嗜血杆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微生物能够通过性行为传

播*

1

+

)因此#健康的生活方式,杜绝进行不洁性行为以及安全

套的正确使用是预防和杜绝此类疾病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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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参数检测在缺铁性贫血治疗中的意义

乔永红"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江苏南通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网织红细胞参数在缺铁性贫血"

S/-

#患者治疗前后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

_T5%!$$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3"

例
S/-

患者治疗前后以及
($

例健康人的网织红细胞参数(包括网织红细胞百分数

"

NT64

#%高散射光网织红细胞百分数"

,]N4

#和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指数"

SN]

#!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

S/-

患者治疗前
(

项参数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采用铁剂治疗后第
(

天
S/-

患者
,*N4

和
SN]

即开始升高!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治疗后第
"

天
NT64

%

,]N4

和

SN]

均明显升高!与健康对照组
(

项参数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结论
!

网织红细胞参数测定可作为

反映
S/-

患者骨髓造血功能较好的指标!其中
,]N4

和
SN]

为更早%更灵敏的指标!网织红细胞参数测定对于

S/-

患者的治疗效果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缺铁性贫血'

!

网织红细胞百分数'

!

高散射光网织红细胞百分数'

!

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指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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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红细胞是反映骨髓造血功能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

着荧光染色技术的发展和高性能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应用#

在检测血细胞常规参数的同时还可以检测网织红细胞及相关

参数#这些参数对临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疗效观察有重要作

用)为了观察网织红细胞参数在缺铁性贫血$

S/-

%治疗中的

价值#本文于
%$$2

年
3

月至
%$!$

年
3

月对
S/-

患者的网织

红细胞相关参数进行动态观察#以探讨网织红细胞参数测定在

S/-

治疗效果监测中的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S/-

患者
3"

例$

S/-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3

岁)均经临床,骨髓,血液学检查证

实符合
S/-

国内诊断标准)健康对照组
($

例为健康体检者#

男
!!

例#女
!2

例(年龄
%!

!

&1

岁)

$)/

!

仪器与试剂
!

_T5%!$$

血细胞分析仪由日本
0

<

8G>̂

公

司生产(试剂均为与仪器相配套的试剂)

$)'

!

检测方法
!

静脉血
%G*

置于乙二胺乙酸二钾抗凝管中

混匀#室温存放#每天质控#

3=

内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规程完成

检测)

$)1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经
06-6-")$

统计软件处理#结

果以
O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F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S/-

患者治疗前后网织红细胞参数
!

见图
!

)由图
!

可

见#

S/-

患者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指数$

SN]

%在铁剂治疗后比治

疗前明显增加)

!!

注!左图为
S/-

患者治疗前网织红细胞参数图(右图为同一病例

治疗后第
"

天网织红细胞参数图)图中
NRM

为成熟红细胞(

*]N

为低

散射光网织红细胞(

NT6

为网织红细胞)

图
!

!!

S/-

患者治疗前后网织红细胞参数图

表
!

!

S/-

患者治疗前后网织红细胞参数检测结果(

Oe@

)

组别
NT64 ,]N4 SN]

健康对照组
!)#(e$)3! !)3%e$)&$ $)!(e$)$&

S/-

组治疗前
$)2%e$)&1

"

!)$&e$)#(

"

$)$"e$)$3

"

S/-

组治疗后第
(

天
!)!%e$)&#

"

!)#$e$)&2

7

$)!#e$)!$

7

S/-

组治疗后第
"

天
%)$&e$)"3

"7

()2&e!)!#

"7

$)%2e$)!(

"7

!!

注!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

F

$

$)$#

(与治疗前相比#

7

F

$

$)$#

)

/)/

!

S/-

组治疗前后网织红细胞参数检测结果
!

见表
!

)

S/-

组治疗前
(

项参数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F

$

$)$#

%(采用铁剂治疗后第
(

天
S/-

组高散射光网织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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