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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和白带常规镜检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考察阴道炎五联检试剂盒方法的临床符合率及临床

应用价值$方法
!

收集
()(

例白带标本!分别采用常规镜检方法和五联检试剂盒方法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结果
!

()(

例白带标本用五联检试剂盒和常规镜检法其清洁度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
0'45V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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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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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其念珠菌性阴道炎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
6'40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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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其滴虫性阴道炎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
6.40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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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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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其细菌性阴道炎"

OQ

#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
654)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401

$

54*(

!

!

#

*4*5

#$结论
!

在对白带常规的检测中!通过对五联检试剂盒和常规镜检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清洁度基本

符合!真菌%滴虫和
OQ

符合率较高$两种方法对清洁度%念珠菌和滴虫的检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对
OQ

的检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对清洁度%真菌和滴虫的检测中!五联检试剂盒法较镜检法减少了漏检率&在对
OQ

的检测

中!五联检试剂盒法较常规镜检法更好地提高了阳性检出率和准确性!为临床诊断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五联检试

剂盒法是一种较好的白带常规检查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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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测$简称白带常规%是女性泌尿生

殖道健康水平的一项重要医学检查项目#主要用于监测女性泌

尿生殖道感染与否以及种类.目前国内普遍应用悬滴法进行

白带常规多项目检查#该法能简便快速地查出滴虫+真菌等#但

是显微镜镜检存在诸如经验要求高+主观性强等缺点#在显微

镜质量及涂片的均匀度等方面受限#而且仅从形态学上来鉴

别#在灵敏度和特异性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问题#漏诊率高#检出

率较低,

1#(

-

#不利于建立质控制度#临床应用结果不甚满意.近

年来#国内外一些科研单位有从事酶学等方法应用于白带常规

检测的研究#其为白带常规检测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为了建立一种更高效且准确的实验诊断方法#本文分析

比较了阴道炎五联检试剂盒法与常规镜检法检测白带常规的

结果#进一步探讨了五联检试剂盒用于白带常规项目检查的可

行性.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对
(**6

年
.

月
(0

日至
(**6

年
0

月
'

日成

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门诊的
()(

例患者进行阴道分泌

物检查#患者年龄
1.

!

55

岁.

$4/

!

仪器与试剂
!

f,RPSU+

双目显微镜$日本
f,RPSU+

公司产品%+电热恒温水温箱+生理盐水+

(45F8A

"

,

氢氧化钾

及阴道炎五联检试剂盒$郑州安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产品%.

$4'

!

方法
!

阴道分泌物标本由妇产科医生取受检者阴道后穹

窿处分泌物
(

份立即送检.

1

份做常规镜检#采用悬滴法,

)

-检

测白带清洁度+念珠菌+滴虫+线索细胞$

$

(*V

%等#由有长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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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检经验的检验科工作人员完成.

1

份用五联检试剂盒测定#

由检验科技术人员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41

!

统计学方法
!

运用
+S++114*

统计学软件对实验数据进

行处理.采用卡方检验方法计算
'

( 值和
!

值#以
!

#

*4*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种方法检测清洁度结果比较
!

见表
1

.采用五联检试

剂盒法与白带常规镜检法诊断清洁度检测结果总符合率为

0'45V

#经配对资料的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

表
1

!

两种方法白带清洁度检测结果

五联检试剂法
常规镜检法

#

+

$

度
%

+

)

度
合计

#

+

$

度
11/ 15 1)1

%

+

)

度
(1 0* 1*1

合计
1). 65 ()(

!!

注!

'

(

]*4/6

#

)40'

.

/4/

!

两种方法检测念珠菌性阴道炎结果比较
!

见表
(

.采用

五联检试剂盒法与白带常规镜检法诊断念珠菌性阴道炎检测

结果总符合率为
6'40V

#经配对资料的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4*5

%.

表
(

!

两种方法诊断念珠菌性阴道炎检测结果

五联检试剂法
常规镜检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0 )0

阴性
' 16* 16'

合计
)' 160 ()(

!!

注!

'

(

]*4.5

#

)40'

.

/4'

!

两种方法检测滴虫性阴道炎结果比较
!

见表
)

.采用五

联检试剂盒法与白带常规镜检法诊断滴虫性阴道炎检测结果

总符合率为
6.40V

#经配对资料的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4*5

%.

表
)

!

两种方法诊断滴虫性阴道炎检测结果

五联检试剂法
常规镜检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 (*. (1*

合计
() (*6 ()(

!!

注!

'

(

]*4(

#

)40'

.

表
'

!

两种方法诊断
OQ

检测结果

五联检试剂法
常规镜检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1* 1* (*

阴性
1 (11 (1(

合计
11 ((1 ()(

!!

注!

'

(

]5401

$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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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方法检测细菌性阴道炎$

OQ

%结果比较
!

见表
'

.

采用五联检试剂盒法与白带常规镜检法诊断
OQ

检测结果总

符合率为
654)V

#常规镜检法诊断
OQ

阳性率为
'4.'V

#五联

检试剂盒法诊断
OQ

阳性率为
04/(V

.经配对资料的
'

( 检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

'

!

讨
!!

论

阴道炎是妇科一种常见病而且复发率高#通常由细菌+真

菌+原虫+病毒+衣原体等引起.若病原体未确定其治疗效果更

不理想#并可诱发耐药性和菌群失调.为了辅助诊断阴道炎的

类别及阴道手术后炎症的预防#白带常规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寻求检出准确和检出率高的方法#对临床诊断与治疗有重

要意义,

)

-

.

健康妇女阴道内存在着多种正常微生物群落.清洁度在

#!$

度为正常#

%!)

度为异常,

'

-

.对表
1

数据的分析表

明#两种方法对清洁度的判断基本符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在常规镜检中#主要依靠白细胞+上皮细胞+阴道杆菌及杂菌的

多少划分清洁度.本实验中#常规镜检法对清洁度判断偏低#

考虑可能是因为加入过量生理盐水稀释#导致视野中细胞+杂

菌数减少所致.五联检试剂盒法通过对过氧化氢和白细胞酯

酶的检测#可以更准确地判断白带中有益菌$如乳酸杆菌%和白

细胞的多少#为阴道微生态学研究+临床阴道疾病诊断和亚健

康预警研究提供快速有效的分析.五联检试剂盒法建立的清

洁度分析较现行的传统镜检方法#具有快速+客观+准确的特

点#重复性好#能更好地指导临床并为阴道微生态的研究提供

了分析手段.

随着抗生素+肾上腺皮质类固醇类药物的广泛应用#念珠

菌性阴道炎发病率逐年增高#白色念珠菌是最常分离到的致病

酵母菌#因此#快速+准确地鉴定白色念珠菌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对表
(

数据的分析表明#本文中两种方法对念珠菌性阴道

炎的诊断总符合率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常规镜检法检测

念珠菌采用生理盐水涂片加碱性液方法#镜下不容易观察到念

珠菌孢子#且假菌丝易与其他丝状或树枝状杂质相混淆#造成

念珠菌的漏检或误检.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为白色念珠菌以

及热带念珠菌的特异性酶#脯氨酸氨基肽酶可由多种厌氧细菌

和真菌产生#其也为白色念珠菌的特异性酶.五联检试剂盒法

通过检测脯氨酸氨基肽酶活性和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活性来

指示念珠菌感染#可以帮助镜检法以减少念珠菌的漏检率#为

临床诊断提供更可靠的数据.

滴虫性阴道炎是全球性+十分常见的公共卫生性传播疾

病.我国近年来由于性病的传播#本病又有上升趋势.还有研

究表明#滴虫感染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ZNQ

%的一个协同因

素#

(*V

的
ZNQ

感染者均因感染滴虫而引起,

5

-

.所以滴虫的

检测在白带常规中是个很重要的项目.对表
)

数据的分析表

明#本文中用五联检试剂盒法和常规镜检法两种方法对滴虫性

阴道炎的诊断总符合率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滴虫需在

(5

!

'(d

的液体中方能活动#所以白带常规镜检法采用的悬

滴法在检测滴虫时易受标本取样后保存时间和温度的影响.

研究表明#滴虫具有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特异性酶#因此可以

通过检测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检测滴虫.由此通过乙酰氨基

葡萄糖苷酶检测无法区分念珠菌和滴虫#但念珠菌白带
J

Z

在

'4*

!

'4/

#滴虫白带
J

Z

可大于
54/

.通过大量研究表明#念珠

菌白带
J

Z

'

'4/

#而滴虫白带
J

Z

&

'40

.五联检试剂盒法通

过对
J

Z

值和氨基葡萄糖苷酶活性的联合测定来判断滴虫性

阴道炎#不受白带标本的温度和离体时间的影响.可以弥补悬

滴法在温度低和离体时间长时滴虫检出率下降的缺点#为临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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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提供更可靠的数据.

OQ

是育龄妇女最常见的下生殖道感染性疾病#占阴道感

染的
'*V

!

/*V

,

/

-

.阴道加特纳菌是引起
OQ

的主要病原菌#

常称为阴道棒杆菌.国外报道将其列为性传播疾病#国内报道

并不少见,

.#0

-

.医学证明#

OQ

是导致组织性绒毛膜炎+羊水感

染+剖宫产后子宫内膜炎及其他妊娠不良和妊娠并发症的危险

因素,

6#1*

-

.同时
OQ

还是早产及非孕妇女盆腔炎+子宫内膜炎

等生殖道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

11#1(

-

.由此提示对阴道分泌物

不但要进行常规白色念珠菌+滴虫检查#还应对
OQ

做常规检

查#以达到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的目的.

以阴道乳酸杆菌为主的阴道菌群异常改变被认为是临床

诊断
OQ

最具价值的形态学检查指标,

1)

-

.阴道加特纳菌培养

时间长且结果不令人满意.

&F"<A

法是目前广泛使用的诊断

方法#但费时费力#易受各种因素干扰.

OQOAB<

法是近年来

开展的通过检测唾液酸酶诊断
OQ

的方法#其准确+快速+稳定

性好#但价格昂贵.湿片法找线索细胞已在全国0医学检验基

础1教材中提出#并且准确性已得到证实,

1'

-

.本科室用五联检

试剂盒法与白带常规镜检方法比较#总符合率较高#但阳性检

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文的实验中悬滴法检测
OQ

阳性

率较五联试剂盒法低#悬滴法通常通过寻找线索细胞$

$

(*V

%

来诊断
OQ

#判断时容易受主观因素及生理盐水过量稀释白带

造成细胞不易观察等影响#易造成漏检.五联检试剂盒法的诊

断依靠对致病菌特异性代谢酶类的生化检测#通过测定过氧化

氢浓度+唾液酸苷酶活性和脯氨酸氨基肽酶活性等指标来诊断

OQ

,

15#1/

-

#其结果准确可靠+快速+稳定性好#价格合理#对于妇

女
OQ

的鉴别+诊断和筛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阴道炎五联检试剂盒法将传统的阴道分泌物常

规形态学检测发展提高到特异性生化标志物的检测#避免了传

统检测方法的人为主观因素+标本保存条件+环境温度要求造

成的检出率低+误检+漏判问题#提高了检测率和准确性.是一

种较好的白带常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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