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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妇产科阴道分泌物实验室检查对细菌性阴道病"

RW

$的临床价值&方法
!

采用无菌棉签

入阴道壁取分泌物!分别对
,,,/

例阴道分泌物进行滴虫%真菌及
RW

改良胺试验法的检查&结果
!

在
,,,/

例受

检标本中符合
RW

诊断的有
"..

例!阳性率为
$'%."d

!其中非妊娠妇女
$",&

例!阳性
&&.

例!阳性率为
$#%$#d

#

妊娠妇女
"..

例!阳性
#/'

例!阳性率为
$'%',d

&有
#/$

例
RW

患者阴道分泌物中同时检测出真菌或滴虫!或同时

检查出真菌及滴虫!出现混合感染!阳性率为
RW

的
$'%,#d

"

#/$

'

"..

$&结论
!

加强对妇女
RW

感染的实验室检查

有利于临床诊断%治疗#

RW

与真菌%滴虫的发生有相关性!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关键词#

!

细菌性阴道病#

!

细胞性阴道病改良胺试验法#

!

真菌#

!

滴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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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阴道生态环境改变和阴道免疫功能失衡#使阴道内的正

常菌群失衡或感染致病病原体时#即发生细菌性阴道病$

RW

&*

RW

是育龄妇女最常见的生殖器感染性疾病#

RW

与许多严重

的妇产科并发症有直接关系#并可加速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传

播+

#

,

*为了解重庆地区妇女患
RW

的情况#本文对
$'#'

年
$

"

,

月来本院进行检查的
,,,/

例妇女的阴道分泌物涂片进行了

滴虫-真菌及
RW

改良胺试验法的检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均系本院妇产科门诊
$'#'

年
$

"

,

月就诊检

查者共
,,,/

例妇女#其中非妊娠妇女
$",&

例#妊娠妇女
"..

例*年龄
#5

"

"5

岁*

$%/

!

标本采集
!

分别由妇产科医生用无菌棉拭子入阴道壁取

分泌物$避免宫颈黏液的干扰&#所采标本均立刻送检*

$%'

!

测定方法
!

采用
RW

改良胺试验法#试剂盒由郑州安图

绿科生物有限公司提供#按操作说明书进行操作*清洁度-滴

虫-真菌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进行操作*

$%1

!

结果判断
!

检测卡检测窗的检测线由黄色变红色为阳

性#无明显变化为阴性*

/

!

结
!!

果

/%$

!

非妊娠妇女患
RW

的结果
!

在
,,,/

例受检标本中符合

RW

诊断的有
"..

例#阳性率为
$'%."d

*非妊娠妇女
$",&

例#阳性
&&.

例#阳性率为
$#%$#d

#其中单一
RW

阳性者
/,5

例#

RW

阳性伴真菌感染者
.'

例#

RW

阳性伴滴虫感染者
$5

例#

RW

阳性伴真菌和滴虫感染者
,

例*见表
#

*

/%/

!

妊娠妇女患
RW

的结果
!

妊娠妇女
"..

例#阳性
#/'

例#

阳性率为
$'%',d

#其中单一
RW

阳性者
##.

例#

RW

阳性伴真

菌感染者
#&

例#

RW

阳性伴滴虫感染者
&

例#

RW

阳性伴真菌-

滴虫感染者
#

例*见表
$

*有
#/$

例
RW

患者阴道分泌物中同

时检测出真菌和$或&滴虫#出现混合感染*阳性率为
RW

的

$'%,#d

$

#/$

"

"..

&*

表
#

!

非妊娠妇女患
RW

的结果

年龄$岁&

+ RW

阴性
RW

阳性
RW

阳性
b

真菌

RW

阳性
b

滴虫

RW

阳性
b

真菌-滴虫
RW

总阳性$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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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非妊娠妇女患
RW

的结果

年龄$岁&

+ RW

阴性
RW

阳性
RW

阳性
b

真菌

RW

阳性
b

滴虫

RW

阳性
b

真菌-滴虫
RW

总阳性$

d

&

/#

"

&' $-& $'5 &# #' " _ "-

$

$/%,"

&

&#

"

"5 5& "5 #, , # _ #-

$

$'%''

&

合计
$",& $'-" /,5 .' $5 , &&.

$

$#%$#

&

!!

注!

_

表示无数据*

表
$

!

妊娠妇女患
RW

的结果

年龄$岁&

+ RW

阴性
RW

阳性
RW

阳性
b

真菌

RW

阳性
b

滴虫

RW

阳性
b

真菌-滴虫
RW

总阳性数$

d

&

#5

"

$' ,, $" / $ # _ -

$

$#%$#

&

$#

"

,' &,/ /,- 5/ #' $ # .-

$

#5%#"

&

,#

"

/' ##& 5, $5 $ $ _ ,$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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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_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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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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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_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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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RW

是由于阴道内微生态平衡失调#厌氧菌和阴道加德纳

菌生长过盛#兼厌氧性乳酸杆菌受抑制所引起的一种无阴道黏

膜炎症表现的综合征*其感染率在
#&d

"

&'d

之间#是育龄

期妇女常见的感染性疾病#易复发+

$

,

*在
,,,/

例受检妇女的

实验室检查中#符合
RW

诊断的有
"..

例#阳性率为
$'%."d

#

基本和国内外的报道一致*

RW

与许多严重的妇产科并发症有直接关系*妊娠妇女

RW

患者早产率增高#新生儿体质量偏低#且
RW

是导致组织性

绒毛膜炎-羊水感染-产褥感染-剖宫产术后子宫内膜炎及其他

妊娠不良和妊娠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

,

*此外#

RW

与输卵管

炎-盆腔炎-宫外孕-不孕症-泌尿系统感染-术后感染及妇科肿

瘤等疾病有关#还可加速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传播+

/

,

*

RW

的

实验室早期检查对临床早期规范诊疗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表
#

-

$

可见#

RW

常见于育龄妇女#多发年龄
#&

"

&'

岁*

其患病数远远高于阴道滴虫及念珠菌感染#占外阴道感染性疾

病的
/'d

"

&'d

+

&

,

*这一阶段的女性正是性成熟#生殖旺盛

时期*卵巢功能旺盛#雌激素水平高#阴道分泌物较多#性生活

频繁#要经历月经-妊娠-分娩-流产-安环-取环等过程#因此易

感染病原菌*

&'

岁以上的
RW

患者有
#-

例$

,%'/d

&#因大部

分绝经后妇女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水平下降#阴道上皮萎缩#

糖原含量降低#阴道
1

T

值上升#乳酸杆菌减少甚至消失而导

致阴道抵抗力低#易受病原菌入侵*本组实验结果显示#在

#&

"

$'

岁的
#''

例患者中#

RW

阳性患者有
#-

例*她们中大

多数对生殖健康知识缺乏#以及较早的性行为和不良的个人卫

生习惯是导致
RW

的主要原因*

文献报道#

RW

阳性率为
#&d

"

,&d

+

"

,

#妊娠并发
RW

的

发病率为
#'d

"

,'d

不等+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孕期
RW

的发

生率为
$'%',d

#基本和国内外的报道吻合#说明
RW

与其他地

区流行情况基本相同*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非妊娠组
RW

阳

性并发真菌-滴虫感染率占
RW

阳性率的
$#%"&d

*

RW

的病原体复杂#常为混合感染*目前有两种假设占据

主导地位!$

#

&阴道加德纳菌是
RW

特异的致病菌%$

$

&

RW

是多

种致病菌共同作用的结果*

\;?>

J

和
OKBM>IF>

+

5

,通过对二者

的重新评估认为#

RW

是由一种病原菌过度繁殖#继而激发厌

氧菌过度生长#产生大量胺#使阴道
1

T

值升高#导致阴道微生

态环境异常引起的*以上两种假设都存在局限性*

作者从实验中分析发现#有
#/$

例
RW

患者阴道分泌物中

同时检测出真菌或滴虫#同时检测出真菌和滴虫#出现混合感

染#阳性率为
RW

的
$'%,#d

$

#/$

"

"..

&*本文认为#

RW

可能是

造成其他病原体感染的诱因之一%或者是菌群失调的表现#真

菌是在酸性环境生长#

RW

感染菌是在碱性环境生长$阴道
1

T

值的升高大于
/%&

有利于
RW

的发生&*造成混合感染的原

因!$

#

&阴道生态环境改变%$

$

&阴道免疫功能下降%$

,

&抗生素

的泛用*

RW

增高了真菌-滴虫等病原体的感染机会#而真菌-

滴虫感染也会影响
RW

的发展#促进其进程*由此可以说明

RW

与真菌-滴虫的发生有相关性*因此#

RW

应引起临床医生

的高度重视#而加强
RW

检查常规化是十分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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