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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念珠菌感染
&

种检测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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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比较阴道分泌物涂片两种涂片法与真菌培养法检测念珠菌的结果%方法
!

对阴道炎患者的阴

道分泌物做真菌培养!并应用生理盐水涂片法'细菌性阴道病检测试剂
U

液"

$"2QY4

$涂片直接镜检检测念珠菌!

将
&

种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并做统计学处理%结果
!

%%!

例阴道炎患者的阴道分泌物
U

液"

$"2QY4

$涂片镜检法

检出念珠菌
%,'12

!与真菌培养法检出率
%!'$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理盐水涂片镜检法检出念珠菌
%"'02

与真

菌培养法
%!'$2

比较以及生理盐水涂片与
U

液涂片镜检法相比较!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分泌物应用

U

液"

$"2QY4

$涂片镜检法是一种简便'快速'结果可靠的诊断念珠菌阴道炎的筛查方法!对临床早期采用正确治

疗措施!避免不合理使用抗生素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且
U

液"

$"2QY4

$为细菌性阴道病检测试剂节省下来的!无

需配制'便于保存!节约成本%

"关键词#

!

生理盐水#

!

细菌性阴道病检测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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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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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珠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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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1((

"

%"$$

$

$%#$110#"%

H<B

=

:6:9+E5:-:8

;

,+,<-&95,9B594<A,<>E:

J

+-:8?:-A+A:+->5?9+<-

!

+"3/)-B.

#

6!7$+,/)

*

-

9

.)

$

G4

H

/BD24)D(

E

6@,),>/@1/P(B/D(B

9

#

G/@/)

*

!(I

H

,D/@

#

G()

**

./)

#

%./)

*

O()

*

(%&,,"

#

6',)/

&

'

CD,96:?9

(

!

"D

*

5?9+E5

!

:;E;I

>

8<=?@=?=A?<=ABC?;.E8GHDH85

K

?F;AI=8<L8

J

DG8CAI=8<8AA8

K

A8GH.BG

J

8CEBC#

?B<=I=?@;H'F594<A,

!

:@=L8

J

DG8CA=E<=?D;GA;.

>

8?D=G?AFD?@L8

J

DGD?DAF=<=EBC?B<=H5

K

?@=.BG

J

8C

#

8GHF=8

>>

CD=H

A8CDG=AI=8<I=?@;H

#

58E?=<D8CL8

J

DG;ADAH=?=E?D;G<=8

J

=G?UA;CB?D;G

$

$"2 QY4

&

AI=8<IDE<;AE;

>K

H=?=E?D;G;.E8G#

HDH8HD<=E?C

K

#

8GHF=E;I

>

8<=H?@=<=ABC?A;.&I=?@;HA8GHHDH?@=A?8?DA?DE8C8G8C

K

ADA'G5,789,

!

:@=H=?=E?D;G<8?=;.

%%!

>

8?D=G?AFD?@L8

J

DG8CHDAE@8<

J

=L8

J

DGD?DAUA;CB?D;G

$

$"2 QY4

&

AI=8<IDE<;AE;

>K

I=?@;HF8A%,'12

#

8GH.BG#

J

8CEBC?B<=I=?@;HH=?=E?=HG;AD

J

GD.DE8G?HD..=<=GE=DG<8?=;.%!'$2'*8GHDH8A8CDG=AI=8<IDE<;AE;

>

DE=̀8IDG8?D;G

H=?=E?=H%"'028GH%!'$2E;I

>

8<=H.BG

J

8CEBC?B<=8GHAI=8<FD?@A8CDG=A;CB?D;GUF=8<AAI=8<IDE<;AE;

>K

#

?@=

<=ABC?AF=<=AD

J

GD.DE8G?C

K

HD..=<=G?'H<-?87,+<-

!

:@=8

>>

CDE8?D;G;.U.CBDHA=E<=?D;G

$

$"2 QY4

&

AI=8<IDE<;AE;

>K

I=?@;HDA8ADI

>

C=

#

<8

>

DH8GH8EEB<8?=AE<==GDG

J

I=?@;H.;<HD8

J

G;ADA;.E8GHDH8L8

J

DGD?DA'V?DA8

>

<;

>

=<?<=8?I=G?;.

=8<C

K

ECDGDE8CI=8AB<=A8GH@8ADI

>

;<?8G?ECDGDE8CAD

J

GD.DE8GE=;G

>

<=L=G?DG

J

BG<=8A;G85C=BA=;.8G?D5D;?DEA'9GHUA;#

CB?D;G

$

$"2 QY4

&

DA

J

;;H.;<58E?=<D8CL8

J

DG;ADA<=8

J

=G?A8LDG

J

A

#

FD?@;B?

>

<=

>

8<8?D;G

#

=8A

K

.;<

>

<=A=<L8?D;G'

'

I5

;

@<6A,

(

!

A8CDG=

%

!

58E?=<D8CL8

J

DG;ADAH=?=E?D;G<=8

J

=G?UA;CB?D;G

$

$"2 QY4

&%

!

.BG

J

8CEBC?B<=

%

!

E8GHDH8

!!

近年来#随着各种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妊娠+阴道洗液的滥

用+各种妇科有创无创治疗器械的使用)念珠菌阴道炎的发病

率呈上升的趋势#且患者多有再次反复发作的经历#严重影响

育龄女性的身心健康,

$

-

)因此#快速检出病原性真菌#为临床

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提供依据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对妇

科
%%!

例阴道炎患者进行阴道分泌物培养#并用生理盐水涂

片+

U

液$

$"2QY4

&涂片分别进行镜检#直接检测念珠菌)将

&

种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为临床正确分析念珠菌阴道炎

提供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例阴道分泌物标本来自门诊妇科的阴道

炎患者#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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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仪器
!

YC

K

I

>

BA

光电显微镜

$''

!

方法

$'''$

!

阴道分泌物标本的留取
!

阴道分泌物由妇产科医生

采集)

$'''/

!

镜检方法
!

阴道分泌物用生理盐水搅拌后涂片镜检%

阴道分泌物作涂片#加细菌性阴道病检测
U

液$

$"2QY4

&

$

"

%

滴混匀镜检%镜下找到菌丝或假菌丝和真菌孢子为涂片镜检

阳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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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菌培养
!

阴道分泌物留取后立即送检#以常规方法

接种于沙保罗培养基上#

&(b

培养
$

周未见真菌生长则报告

为无真菌生长)真菌鉴定采用生物
#

梅里埃
9:U#Ò

>

<=AAD;G

全自动鉴定及药敏测试仪及配套试条)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配对
)

% 检验)

/

!

结
!!

果

/'$

!

&

种方法的检测结果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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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
&

种方法检测结果统计

方法 阳性 阴性 阳性率$

2

&

U

液$

$"2QY4

&涂片镜检法
!% $!1 %,'1

生理盐水涂片镜检法
1, $,- %"'0

真菌培养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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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片镜检检出结果与培养法检出结果

的比较
!

见表
%

)两种方法结果比较虽然
U

液涂片镜检法念

珠菌检出率略高于真菌培养法#但经配对
)

% 检验#二者的真菌

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

)

"'"(

&

/''

!

生理盐水涂片镜检检出结果与培养法检出结果的比较
!

见表
&

)两种方法结果比较生理盐水涂片镜检念珠菌检出率

低于真菌培养法#经配对卡方检验#二者的真菌检出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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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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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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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
U

液涂片镜检与真菌培养结果比较

真菌培养
U

液$

$"2QY4

&涂片镜检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 $!% $!,

合计
!% $!1 %%!

表
&

!

%%!

例标本生理盐水涂片镜检与真菌培养结果比较

真菌培养
生理盐水涂片镜检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1( $1 (-

阴性
% $!( $!,

合计
1,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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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片镜检法与生理盐水涂片镜检法检

出结果的比较
!

见表
1

)两种方法比较生理盐水涂片镜检法

念珠菌检出率低于
U

液涂片镜检法#经配对卡方检验#二者的

真菌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

&)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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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
U

液涂片镜检与生理盐水涂片

!!!

镜检检出结果比较

生理盐水涂片
U

液涂片镜检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11 $0 !%

阴性
& $!$ $!1

合计
1, $,- %%!

/'2

!

真菌检测结果
!

本研究共检出真菌
(-

株#分别是白假丝

酵母菌
1%

株$

,%'-2

&#光滑假丝酵母菌
!

株$

$"'%2

&#热带假

丝酵母菌
(

株$

0'(2

&#克柔假丝酵母菌
&

株$

('$2

&#近平滑

假丝酵母菌
%

株$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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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随着广谱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妊娠+糖尿病+应用皮质类固

醇+雌激素及各种阴道洗液的不合理使用#妇科有创无创治疗

器械的广泛使用)使得妇科病念珠菌阴道炎的发病率呈日益

上升趋势)本研究阴道炎念珠菌检出率为
%,'12

$真菌培养

法&#高于文献,

&

-报道
$-'&02

#表明念珠菌感染率挺高#早期

快速+准确检出真菌是治疗的关键)本研究应用生理盐水法涂

片镜检+

U

液$

$"2QY4

&涂片镜检分别对
%%!

例阴道炎患者

的阴道分泌物做涂片镜检检测念珠菌#并以真菌培养法为标准

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U

液$

$"2QY4

&涂片镜检念

珠菌检出率略高于培养法#经配对卡方检验#二者的真菌检出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

)

"'"(

&#与文献,

1

-报道一致)生理

盐水涂片镜检念珠菌检出率低于培养法#经统计学处理#两种

方法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种涂片镜检方法结果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真菌涂片镜检和真菌培养法是真菌学

检验的基本方法#由于真菌培养可提高病原体的检出率+鉴定

菌种和进行药敏试验#故其目前仍是诊断真菌感染的1金标

准2

,

(#,

-

)对诊断+治疗和流行病学调查有决定性意义#但检测

所需时间较长#不利于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0

-

%且培养所需

费用较高#有些患者经济能力有限#不利于坚持治疗)盐水涂

片镜检法检查念珠菌因其简便+快速+成本低$做分泌物常规检

查时即可同时看&#而成为应用最普遍的真菌检查法#可为临床

早期采取正确有效的治疗提供依据#但观察念珠菌不是很清楚

容易漏检#与真菌培养法比较#念珠菌检出率低于培养法#两种

方法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生理盐水涂片检测结果准确

性稍差#不能满足临床的要求)分泌物加
U

液$

$"QY42

&后

阴道上皮细胞及其他杂质被溶解#真菌被透明更易识别#尤其

是经过治疗菌量较少+阴道用药有残余药物结晶+有大量白细

胞清洁度差+有大量阴道上皮细胞时)与真菌培养法检出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可靠#符合快速诊断医院感染真菌的要

求)对临床早期采取正确的治疗措辞#避免不合理使用抗生素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分泌物加
U

液$

$"2QY4

&涂片镜检作为

检测念珠菌的一种快捷+可靠的筛查方法#

U

液$

$"2QY4

&为

细菌性阴道病检测试剂盒节余下来#不用配制+便于保存#节省

成本)操作方便#生理盐水涂片看了清洁度后加
$

"

%

滴
U

液

看念珠菌#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但此方法对操作者临床经

验和知识要求较高#最好由专人负责检验)操作过程中还存在

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有时
QY4

溶解细胞不完全&#应以真

菌培养为准)两种方法互相补充#可为临床诊断念珠菌阴道炎

提供参考依据指导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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