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

6LL-

是将

梅毒的精制菌体成分包被在人工载体明胶粒子上#这种致敏粒

子和样品中的苍白螺旋体抗体产生粒子凝集反应#由此可检测

出血清中苍白螺旋体抗体#并可用于测定抗体效价)

6LL-

特

异性为
2&)24

!

22)14

#敏感性达
2$4

以上)

本文检测结果显示#上海市周浦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3

月就诊人群中的
#!#

例梅毒患者#其中男性占
&%4

#女性

占
(14

#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与全国发病患者数男性多于女性

相一致)本文结果还显示#梅毒阳性患者年龄在
($

!

#$

岁之

间所占的比例为
#$4

#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可能此年龄段是

性最活跃的年龄段#也是性病发病率最高的时期)因此此年龄

段既是主要的传染源也是主要的患者年龄段#所以对其进行性

教育及性病的预防与治疗也就特别重要)年龄在
($

岁以下和

在
#$

岁以上的患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24

和
%!4

#这也是一个

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据分析#近年来随着上海经济的迅速发

展#大量人口流动#形形色色服务行业的增多#很多青少年远离

家乡到此打工#其对梅毒及传播途径缺乏认识#发生一夜情等

而成为受害者)

因此#应该对各类人员包括老年人,甚至在校青少年等加

强健康教育的宣传力度#控制梅毒的传播途径#减少其对社会,

家庭及个人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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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加特纳菌的致病性分析

张玉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3%#3$$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阴道加特纳菌"

[V

#的致病性!加强人们的防治意识!减少妇科病的发病率$方法
!

对

3((

例到江永县人民医院进行妇科检查的妇女采其阴道分泌物用美兰染色查找线索细胞!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

3((

例标本中有
%$$

例
[V

感染者!占
3&4

'

%((

例非
[V

感染者!占
#34

$

[V

感染者轻度宫颈糜烂占

!()#4

!中度宫颈糜烂占
&)$4

!重度宫颈糜烂占
()#4

!子宫肌瘤占
()$4

!息肉占
()$4

!纳囊占
")$4

!宫颈肥大

占
%")#4

!盆腔积液占
3)$4

!卵巢囊肿占
!)$4

!滴虫占
3)#4

!真菌占
!&)#4

'脱落细胞检查(炎症细胞占
!")$4

!

非典型性增生细胞占
%)#4

!低度病变细胞占
!)#4

$非
[V

感染者轻度宫颈糜烂占
!%4

!中度宫颈糜烂占
$)34

!

重度宫颈糜烂占
!)(4

!子宫肌瘤占
%)!4

!息肉占
%)!4

!纳囊占
&)34

!宫颈肥大占
!()"4

!盆腔积液占
$)14

!卵

巢囊肿占
$)14

!滴虫占
$)$4

!真菌占
&)34

'脱落细胞检查(炎症细胞占
&)34

!非典型性增生细胞占
$)$4

!低度

病变细胞占
$)$4

$结论
!

[V

为细菌性阴道病的主要致病菌!除引起阴道炎外!还引起其他的妇科炎症%细胞病变

及并发症!早期发现并彻底治疗对妇科病的防治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

阴道'

!

加特纳菌'

!

致病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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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R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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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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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性伴侣数的增加#阴道加特纳菌$

[V

%感染率有不断

上升的趋势#占
3&4

#而
[V

感染者妇科病的发病率高于非

[V

感染者)本文对来本院妇科检查的
3((

例妇女的检查结

果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

1

月来本院妇科检查的
3((

例妇

女的阴道分泌物)

$)/

!

试剂与方法
!

采用本院检验科配制的美蓝染色液染色
!

!

%GEF

后水洗#用远火慢慢烘干后油镜下查找线索细胞)

/

!

结
!!

果

[V

和非
[V

感染者并发症结果见表
!

)

表
!

!

[V

和非
[V

感染者各项并发症结果'

(

(

4

)*

组别 轻度糜烂 中度糜烂 重度糜烂 子宫肌瘤 宫颈息肉 纳囊 宫颈肥大

[V

感染者$

%$$

例%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3#

$

%")#

%

非
[V

感染者$

%((

例%

%1

$

!%)$

%

!

$

$)3

%

(

$

!)(

%

#

$

%)!

%

#

$

%)!

%

!#

$

&)3

%

(%

$

!()"

%

续表
!

!

[V

和非
[V

感染者各项并发症结果'

(

(

4

)*

组别 盆腔积液 卵巢囊肿 滴虫 真菌 炎症细胞 非典型增生 低度病变

[V

感染者$

%$$

例%

1

$

3)$

%

%

$

!)$

%

2

$

3)#

%

((

$

!&)#

%

(3

$

!")$

%

#

$

%)#

%

(

$

!)#

%

非
[V

感染者$

%((

例%

%

$

$)1

%

%

$

$)1

%

$

$

$)$

%

!#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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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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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

!

[V

为革兰阴性或染色不定的小杆菌#合并某些厌氧菌

感染导致阴道菌群失调引起细菌性阴道病#亦属性传播疾病之

一#由此#

[V

感染者有上升的趋势#

!213

年#国际会议定名为

细菌性阴道病*

!

+

)

[V

可产生高浓度丙酮酸和氨基酸#再经阴

道厌氧菌群脱羧基#生成相应的胺#引起皮肤黏膜过敏#血管通

透性增加#上皮细胞脱落#阴道排出大量奶油状分泌物#有恶

臭)

[V

常黏附于阴道鳞状上皮细胞及四周#导致细胞趋向溶

解或已经溶解*

!

+

)

')/

!

本文显示#

[V

感染者妇科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非
[V

感染者#

[V

不但是引起细菌性阴道病的主要细菌#也可引起

产后感染,流产等妇科疾病*

%

+

#且并发以下疾病!$

!

%盆腔炎)

本文
[V

感染者盆腔炎的发病率达
3)$4

#非
[V

感染者的发

病率达
$)14

#明显低于前者)$

%

%妇科手术后感染)$

(

%宫颈

癌)本文
[V

感染者炎症细胞占
!")$4

#非典型性增生细胞

占
%)#4

#低度病变细胞占
!)#4

)非
[V

感染者炎症细胞占

&)34

#非典型性增生细胞占
$)$4

#低度病变细胞占
$)$4

)

细菌性阴道病,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以及生殖道人乳头状瘤病

毒感染有相同的流行病学特征#细菌性阴道病的厌氧菌代谢可

产生胺及有致癌作用的亚硝基胺)细菌性阴道病患者阴道分

泌物中存在高浓度磷脂酶
M

和
-%

#后者可增加人乳头状瘤病

毒感染的易感性#这些可能在宫颈上皮细胞转变方面起一定的

作用)$

3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SV

%感染)细菌性阴道病可增

加异性间
,SV

传播的危险性)当
'

,

值增加时#

,SV

的生存

能力和黏附能力增加#并且可能使传播更为容易)同时#细菌

性阴道病可改变阴道分泌物的其他理化性质#这些变化可改变

宿主的防御机制#使
,SV

易感性增加)$

#

%羊膜绒毛膜炎,胎

膜早破,早产和低出生体质量儿)细菌性阴道病患者阴道内细

菌可通过胎膜进入羊膜腔#导致羊膜炎及羊膜绒毛膜炎#并可

进一步发展为胎膜早破,早产和分娩低出生体质量儿)

因此#不能忽视
[V

感染给女性健康带来的影响#应该把

细菌性阴道病的检测列入妇科检查的常规项目#起到早发现,

早治疗的作用#预防和降低妇科并发症的发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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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观察体检人群血清胆红素测定值!并探讨其升高的原因$方法
!

对在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的

%3("

例人员血清胆红素测定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在被调查的
%3("

例体检人群中!肝功能检查项目中胆红素单

纯性增高的
%%!

例!高于正常值
%

倍的只有
!#

例!其中高脂血症者占
(!)%4

"

&2

&

%%!

#!高血压者占
!3)!4

"

(!

&

%%!

#!脂肪肝者占
!3)!4

"

(!

&

%%!

#!

R

超结果显示!有肝胆异常者占
!#)14

"

(#

&

%%!

#!小三阳者占
%)"4

"

&

&

%%!

#!其

他异常者占
%!)%4

"

3"

&

%%!

#!未发现异常者占
!1)#4

"

(&

&

%%!

#$结论
!

胆红素的低水平升高也应引起人们的重

视!及时预防!降低疾病的发生率$

"关键词#

!

胆红素'

!

脂肪肝'

!

高脂血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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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本实验室在采用
-/VS-+%3$$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进行临床检验时#发现体检人群中有部分人群的胆红素测定

值高于原参考正常值#而这部分人群肝功检查的其他项目结果

无异常)故作者从本院体检中心随机抽取
%3("

例标本#调查

血清总胆红素$

6RS*

%,直接胆红素$

/RS*

%,间接胆红素$

SRS*

%

的测定值单纯性增高与疾病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标本来源于
%3("

例本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

$)/

!

仪器
!

拜尔
-/VS+%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方法
!

钒酸盐氧化法)

/

!

结
!!

果

根据体检报告的结果分别统计以下
"

项的检测结果!高脂

血症,高血压,脂肪肝,小三阳,

R

超显示其他肝胆异常$如发现

肝内多发回声结节,肝囊肿,胆囊息肉等%,其他异常,未发现异

常)见表
!

)

调查结果显示#$

!

%胆红素
(

项$

6RS*

,

/RS*

,

SRS*

%都升高

的体检人员中#体检总结有高脂血症
(3

例#高血压
!2

例#脂肪

肝
!"

例#经
R

超结果显示有其他肝胆异常的
%(

例)$

%

%

6RS*

,

/RS*

都升高的体检人员中#经
R

超结果显示有其他肝

胆异常的
%

例)$

(

%

6RS*

,

SRS*

都升高的体检人员中#体检总

结高脂血症
(#

例#高血压
!%

例#脂肪肝
!3

例#经
R

超结果显

示有其他肝胆异常的
!$

例)

表
!

!

体检人员
"

项指标检测结果

项目
6RS*

,

/RS*

增高

6RS*

,

SRS*

增高

6RS*

,

SRS*

,

/RS*

增高

总数

*

(

$

4

%+

高脂血症
$ (# (3 &2

$

(!)%

%

高血压
$ !% !2 (!

$

!3)!

%

脂肪肝
$ !3 !" (!

$

!3)!

%

小三阳
$ ( ( &

$

%)"

%

R

超显示其他

肝胆异常
% !$ %( (#

$

!#)1

%

其他异常
!% 2 %& 3"

$

%!)%

%

未发现异常
$ # (! (&

$

!1)#

%

总数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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