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及耐药性分析

任冬梅!李德保!段爱军"河南省焦作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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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回顾分析河南省焦作市人民医院解脲支原体"

RH

#和人型支原体"

()

#感染及耐药性!指导临

床合理用药$方法
!

采用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试剂盒进行支原体"

RHe()

#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
!

共检

测
!77.

例患者!共检出
$!!3

株支原体阳性!总阳性率
#.04c

!其中单纯
RH

感染
%/$

例"

4#04c

#!单纯
()

感染

47

例"

$07c

#!

RH

和
()

混合感染
44!

例"

$40/c

#$药敏结果显示
RH

感染耐药性较低的抗生素为强力霉素'美满

霉素'克拉霉素'四环素'交沙霉素&对
()

感染和
RH

与
()

混合感染耐药性较低的抗生素为强力霉素'美满霉素'

四环素'交沙霉素$结论
!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病原菌主要是
RH

&单纯
RH

'

()

感染和
RH

与
()

混合感染耐药

性存在明显差异!支原体感染应首选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四环素和交沙霉素治疗$

"关键词#

!

解脲支原体&

!

泌尿生殖系统&

!

支原体感染&

!

药物耐受性&

!

抗菌药&

!

微生物敏感性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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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支原体$

RH

%和人型支原体$

()

%作为寄生人体泌尿

生殖道的病原微生物#其对机体的损伤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其引起的泌尿生殖系统感染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

+

,为了解本

院
RH

和
()

的感染及耐药性#作者采用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试剂盒对本院妇科和泌尿外科门诊
!77.

例患者标本

进行了支原体培养及药敏试验#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标本来源
!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妇科)泌

尿内外科门诊的
!77.

例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4!

岁,

其中女
!!$.

例#男
!4.

例,

$0/

!

标本采集
!

用男)女棉拭子从男性尿道)女性宫颈$或阴

道%采集分泌物接种到
RHe()

培养基中#置$

4/2$

%

N

温箱

培养
!7

"

7%)

#阴)阳结果判断按试剂盒说明书,

$0'

!

试剂
!

应用珠海黑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试剂盒#同时检

测
RH

和
()

#药敏试验用抗生素为四环素)左氧氟沙星)红霉

素)交沙霉素)强力霉素)环丙沙星)氧氟沙星)美满霉素)罗红

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司巴沙星#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及

判读结果,

$0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QQ$!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

用
!

! 检验#显著性水准
(

_.0.#

,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0$

!

支原体感染情况
!

支原体总感染率为
#.04c

#单独
RH

阳性
%/$

例$

4#04c

%#单独
()

阳性
47

例$

$07c

%#

RH

和
()

混合感染
44!

例$

$40/c

%#见表
$

,

表
$

!

!77.

例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检测情况

项目 阳性数 阳性率$

c

% 构成比$

c

%

RH %/$ 4#04 3.0!

() 47 $07 !0%

RHe() 44! $40/ !30.

合计
$!!3 #.04 $..0.

/0/

!

支原体耐药性
!

RH

感染耐药性较低的抗生素为强力霉

素$

30$c

%)美满霉素$

104c

%)克拉霉素$

103c

%)四环素

$

$.04c

%)交沙霉素$

$/0$c

%#见表
!

,

表
!

!

支原体对
$!

种抗生素的耐药率%

c

&

抗生素
RH

$

,_%/$

%

()

$

,_47

%

RHe()

$

,_44!

%

!

!

!

红霉素
1404 $..0. 1%0# $#04#.

#

.0.$

罗红霉素
3$0. 170$ 1!0# /%0133

#

.0.$

阿奇霉素
/%04 130$ 1301 $!/03%.

#

.0.$

交沙霉素
$/0$ $$0% 4$0/ 430$/4

#

.0.$

克拉霉素
103 1$0! %%04 1/30734

#

.0.$

氧氟沙星
3/07 3/0# 1!0! 70.44

$

.0.#

环丙沙星
140! 3.0/ 130/ $$!031%

#

.0.$

左氧氟沙星
#%0! /703 %!0% /40114

#

.0.$

司巴沙星
#704 ##01 340% 430%4.

#

.0.$

四环素
$.04 $$0% !10! /#0/4!

#

.0.$

强力霉素
30$ !01 $/01 !%0$37

#

.0.$

美满霉素
104 $$0% $%03 !.0$!7

#

.0.$

'

!

讨
!!

论

支原体是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

S̀ R

%的主要病原微生

物#是目前性传播疾病$

Q&'

%的主要病原体之一#约有
4.c

"

7.c

的
S̀ R

由
RH

所致#

RH

多寄生在男性尿道)阴茎包皮和

女性阴道,若上行感染#可引起男性前列腺炎或附睾炎(女性

阴道炎)宫颈炎#并可导致流产,也能引起早产儿及低体质量

新生儿呼吸道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

+

,本院检出的总阳性率

为
#.04c

#其中
RH

单纯感染
%/$

例$

4#04c

%#

RH

和
()

混合

感染
44!

例$

$40/c

%#明显高于
()

单纯感染
47

例$

$07c

%#

与国内文献报道基本相符*

4

+

,支原体药敏结果显示#单纯
RH

)

()

感染和
RH

与
()

混合感染分别对
$!

种抗生素的耐药性#

除氧氟沙星外#对其他
$$

种抗生素耐药性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0.$

%(

RH

感染耐药率较低的抗生素为强力霉素)美满霉

素)克拉霉素)四环素)交沙霉素(

()

感染和
RH

和
()

混合感

染耐药性较低的抗生素为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四环素)交沙霉

素(克拉霉素对
RH

耐药率较低$

103c

%#而对
()

$

1$0!c

%和

RHe()

$

%%04c

%耐药率较高#值得注意,

RH

为一种条件致病菌#在相当多的妇女阴道中存在而不

引起发病*

!

+

,有文献报道健康体检女性下生殖道
RH

的分离

阳性率为
71c

*

7

+

#故应结合临床症状考虑诊断与治疗#检出阳

性可能为感染或无症状携带状态(但如果计划生育的女性检出

时需要用药治疗#以防止不孕)流产等,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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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的检测方法不一#实验室检查的金标准为细菌培

养,各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不同#

-",

检测方法灵

敏度)特异性均高且快速#但应避免假阳性和不必要的治疗#液

体培养基鉴定
RH

和
()

是基于
RH

能分解尿素和
()

能分解

精氨酸产碱#使培养基颜色改变*

#+/

+

,此种方法易受其他能分

解尿素和精氨酸微生物的影响#导致假阳性的发生#根据作者

经验#当培养基变为清晰透明的红色时#一般可以估计没有其

他微生物的生长#当培养基为混浊的红色时#估计会有其他微

生物的影响#应该重新做#比如可能会有念珠菌属)葡萄球菌)

铜绿假单胞菌等细菌的影响或混合感染#检测时值得注意,

综上所述#临床上应及时对泌尿生殖道炎症患者作支原体

检测和药敏试验#同时作白带常规检查和普通培养#注意淋球

菌)念珠菌)滴虫)细菌等感染情况#再根据临床症状和药敏结

果做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选择联合用药和个性化用药#以提

高临床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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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血清总胆汁酸 酶类在肝脏损害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谢前进!缪晓兰!付少军"新疆兵团农二师焉耆医院检验科
!

%7$$..

#

!!

"摘要#

!

目的
!

评价血清总胆汁酸"

&\9

#'单胺氧化酶"

(9a

#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96&

#三项指标联合检测

指标在肝脏损害诊断中的应用和价值$方法
!

取无肝病组和肝病组患者清晨空腹血清或血浆!

&\9

采用循环酶

法!

(9a

采用比色法!

96&

采用连续检测法进行检测!均在奥林巴斯
9R+/7.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定!并将结

果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
!

无肝病组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X\*9

5

#阴性检测者
&\9

阳性率为
/0$c

!

X\*9

5

阳

性检测者
&\9

阳性率为
!.0!c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而
X\*9

5

阴性检测者
(9a

阳性率为
70#c

!

X\*9

5

阳性检测者
(9a

阳性率为
307c

!两者略有差异"

!

#

.0.#

#&但两组
96&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急性肝炎组
&\9

和
96&

的阳性率均为
$..c

!而
(9a

的阳性率为
#03c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在慢性肝炎
&\9

的阳性率为
4107c

!

96&

阳性率为
4$0!c

!而
(9a

阳性率为
$..c

!两组间均有明显差

异"

!

#

.0.$

#$肝硬化及肝癌患者
&\9

阳性率为
$..c

!而
(9a

的阳性率为
$..c

和
%#c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0.$

#!

&\9

和
(9a

的阳性率明显高于
96&

$结论
!

血清
&\9

测定可作为肝病检查时一项常规的重

要指标!而血清
(9a

测定在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的迁延过程中!可作为肝病控制'预防'转归及肝脏

进一步损害的预测'观察的重要检测指标$

"关键词#

!

胆汁酸和盐酸&

!

单胺氧化酶&

!

丙氨酸转氨酶&

!

肝炎!慢性&

!

肝硬化&

!

肝肿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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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B>BCEC;B8EC:@?BC*F;?B*;

#

96&

%

的测定在肝功能损害中的诊断意义已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总结

得到临床的认识和熟知#而血清总胆汁酸$

@:@B>JE>;BAED

#

&\9

%测定也应作为肝功能损害常规的检测指标,单胺氧化

酶$

8:C:B8EC;:<EDB*;

#

(9a

%检测对于肝脏在慢性损害期)肝

纤维化)肝硬化过程中的监测作用也应与
&\9

和
96&

一样

引起临床的重视*

$+!

+

,本文对
7!!

例无肝脏损害者和
$#$

例各

型$期%肝病患者血清
&\9

)

(9a

及
96&

进行测定#并比较分

析其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检测对象
!

无临床肝病组
7!!

例$包括青年体检)学生体

检)兵体及职工体检者%#年龄
$#

"

/#

岁#男
!4.

例#女
$1!

例,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X\*9

5

%阴性
!44

例#

X\*9

5

阳性
$%1

例,

肝脏损害组为本院肝病科
!..1

年
$

月至
!.$$

年
$

月肝病患

者
$#$

例#年龄
$%

"

3$

岁#男
%/

例#女
/#

例,按肝病标准分

型$期%#急性肝炎
##

例#慢性肝炎
/3

例#肝硬化
$1

例#肝癌
$.

例,

$0/

!

标本采集
!

均采集受试者早晨空腹血
486

#血清
&\9

和
(9a

放于普通生化管中#

96&

和
X\*9

5

测定放于肝素钠

抗凝管中送检,

$0'

!

仪器与方法
!

血清
&\9

)

(9a

及
96&

均采用奥林巴斯

9R+/7.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9

采用循环酶法)

(9a

采用比色法测定#两种检测试剂均由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

96&

采用连续检测法检测#其试剂由上海德赛诊断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标本均在采血后
4)

内完成测试#严格按

试剂盒内专业技术参数进行测定,

$0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QQ$.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数据以$

12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差值的成组
>

检验和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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