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高倍显微镜与安图生物检验试剂检测衣原体和

支原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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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超高倍镜在检测衣原体和支原体方面应用的准确度%了解健康人群的支原体和衣原体健

康携带情况%方法
!

对
"'!!

年
3

!

!!

月到贺州市中医医院作妇科健康体检的
%!"

例妇女进行阴道分泌物超高倍

镜检查!发现疑似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者的!用安图生物检验试剂进行衣原体和支原体培养分析%结果
!

%!"

例健

康妇女通过阴道分泌物超高倍镜检查!发现疑似衣原体或支原体感染者
"3

例!疑似病例占总检查人数
3$4/Q

%

"3

例疑似衣原体或支原体感染者的阴道分泌物用安图生物检验试剂进行衣原体和支原体培养!培养出衣原体有
#

例!

培养出支原体有
&

例!同时培养出衣原体和支原体有
!

例!阳性率占总检查人数
"$#3Q

%结论
!

健康人群衣原体

和支原体携带率较高!例行健康体检不容忽视%利用超高倍镜检测衣原体和支原体阳性率较培养法高!但作为普查

也算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关键词#

!

超高倍显微镜#

!

培养法#

!

衣原体#

!

支原体#

!

检验试剂#

!

健康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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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年检出沙眼衣原体包涵体以来#随着检测技术的

发展#沙眼衣原体作为人类一种广泛传播的病原体#在性传播

疾病$

*:-

&中的影响日益显著#已超过淋病#成为发病率最高

的
*:-

#在非淋病性尿道炎$

Û 2

&中约占
3'Q

!

4'Q

+支原

体$

22

&是引起人类非淋病性尿道炎$

Û 2

&,宫颈炎,盆腔炎,

睾丸炎,附睾炎等疾患的主要病原菌之一#并可引起男女不孕

不育+为探讨超高倍镜在检测衣原体$

S:

&和
22

方面应用的

准确度#了解健康人群的
22

和
S:

健康携带情况#对到本院

作妇科健康体检的
%!"

例妇女进行阴道分泌物检查#并将结果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3

!

!!

月本院对各单位妇女健康体

检中#经妇科医生收集
%!"

份体检标本$用取样棉签在宫颈处

取样&#这
%!"

例经医生询问#都没有
22

或
S:

感染史#其中

"'

!

#'

岁
!"'

例#

$

#'

!

3'

岁
!#%

例#

$

3'

!

%'

岁
!%%

例#

%'

岁以上
!'"

例+

$$/

!

仪器与设备
!

超高倍显微镜镜检$

)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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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d%!

&%郑州

安图绿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检测试

剂盒和
22

培养鉴定计数药敏试剂盒+

$$'

!

方法
!

对每个体检者同时取双份标本#对每份标本同时

用超高倍显微镜镜检和细菌室进行培养分析+对在超高倍镜

找到
S:

包涵体,疑似
S:

感染标本和疑似
22

感染的标本#

视为阳性标本+细菌室培养出
22

或
S:

的标本#视为阳性

标本+

$$'$$

!

22

检验方法
!

$

!

&从试剂盒里取出基础液及药敏试

验板使其在接种标本前接近室温+$

"

&用吸嘴吸取
!''

#

1

基

础液放入空白对照孔+$

#

&直接接种标本于剩余的基础液中#

混匀+$

3

&将含有标本的基础液加入其余的微孔中#每孔
!''

#

1

#轻轻振荡药敏试验板#使包被上的物质溶解+$

%

&所有微

孔滴加
!

!

"

滴试剂盒所附矿物油+$

4

&将药敏试验板加盖后#

置
#%

!

#.X

培养箱中培养
"3@

#观察颜色变化#根据试剂盒说

明书判断结果+

$$'$/

!

S:

检验方法
!

$

!

&取分泌物拭子加于反应管中#搅拌

#

!

%

下#弃拭子#

#'''>

"

6B5

离心
!'6B5

+$

"

&弃上清液#倒置

于吸水纸上空干+$

#

&向反应管内的沉淀物中加
!'

滴显色剂#

摇匀#置$

&'0%

&

X

温育
!'6B5

#观察色变化+

/

!

结
!!

果

%!"

例健康妇女通过阴道分泌物超高倍镜检查#发现疑似

S:

或
22

感染者
"3

例#疑似病例占总检查例数
3$4/Q

+

"3

例疑似
S:

或
22

感染者的阴道分泌物用安图生物检验试剂

进行
S:

和
22

培养#培养出
S:

有
#

例#培养出
22

有
&

例#

同时培养出
S:

和
22

有
!

例#阳性率占总检查人数
"$#3Q

+

见表
!

,

"

+

表
!

!

各年龄段超高倍显微镜检测
S:

%

22

结果

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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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安图生物检验试剂检测
S:

%

22

结果

年龄$岁&

&

S:

$

&

&

阴性 阳性

22

$

&

&

阴性 阳性

S:R22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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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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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22

和
S:

已被证实是
Û 2

的病原体#

"'''

年全国报道

该病的患病人数在我国重点防治的
&

种主要性传播疾病中已

升至第
"

位#比
"'

世纪
/'

年代增长了
3#$&3Q

#广州报道的女

性患病人数已升至第
!

位#占
&

种主要性病的
3!$34Q

)

!

*

+

这次体检作者采取超高倍显微镜检测和培养方法的对比

检验#结果显示超高倍显微镜法检出的结果略高于培养法+国

家规定的1金标准2方法是培养法)

"

*

#但作者认为超高倍显微镜

法还是能用于
22

,

S:

的筛查+

本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人群中
22

和
S:

的感染率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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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这个感染率虽然不是很高#但不容忽视+有研究证实健

康青春期少女下生殖道中
22

检出率为
%Q

!

""Q

#解脲脲原

体检出率为
&Q

!

!.Q

)

#

*

+

22

,

S:

感染可分为活动性感染和潜伏性感染两种类型+

潜伏性感染由于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未接受有效的药物治

疗+

22

是一类大小和结构复杂程度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

最小原核微生物#它在细胞外寄生#感染宿主后与宿主细胞争

夺营养物质#影响蛋白质和
-U,

合成致病)

39%

*

+感染女性生

殖器后多见以子宫颈为中心扩散的生殖系炎症+本研究显示#

22

阳性率很高#与国内报道的女性阳性率相近)

4

*

+因此#感

染长期持续#传播蔓延#反复+感染导致输卵管粘连,僵硬,堵

塞等慢性损伤#是输卵管妊娠发病的原因之一#说明不孕妇女

的
S:

感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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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索前列醇联合缩宫素应用预防产后出血效果观察

孙美霞!陈
!

娅"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

3'''!#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产后出血的预防措施%方法
!

随机抽取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

年
%

月至
"''&

年
!"

月

正常足月妊娠阴道分娩产妇
!#'

例"经产后出血预测评分
!

分以上者$!应用米索前列醇塞肛联合缩宫素!观察产后

"@

出血量及产后
"3@

出血量!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实验组第
#

产程时间为"

.$4"0#$!'

$

6B5

!较对照组明显

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实验组产后
"@

出血量及产后
"3@

出血量分别为"

!3'$'044$'

$'"

!&&$'0

4&$'

$

61

!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米索前列醇塞肛联合缩宫素静脉慢滴对于预

防子宫收缩乏力引起的产后出血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

米索前列醇#

!

缩宫素#

!

产后出血#

!

效果观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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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出血是产科常见而又严重的并发症#居我国产妇死亡

原因首位+而子宫收缩乏力是引起产后出血的重要原因+如

何本院采用米索前列醇联合缩宫素预防子宫收缩乏力#减少产

后出血#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抽取本院
"''4

年
%

月至
"''&

年
!"

月

住院足月产妇
!#'

例+并随机分为米索前列醇联合缩宫素应

用组$实验组
4%

例&#常规静脉滴注缩宫素组$对照组
4%

例&+

两组产妇均#妊娠
#.

!

3"

周#单活胎#头位#无明显头盆不称#

两组年龄及孕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方法
!

如何预防产后出血#保障产妇的生命安全是产科

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国内外多数主张以评分的方式来预测产

后出血的可能性+评
'

分者
//Q

不发生产后出血#

!

分以上者

&$4Q

发生产后出血#

%

分以上者
%3Q

发生产后出血$应为重点

监护对象&

)

!

*

+

$$/$$

!

实验组
!

胎儿娩出后#对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评
!

分以

上者立即给予产妇米索前列醇
4''

#

K

塞肛联合应用生理盐水

%''61

#再加缩宫素
"'2

静脉滴注#滴速
"'

!

#'

滴"分钟+

$$/$/

!

对照组
!

胎儿娩出后#对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评
!

分以

上常规静脉滴注生理盐水
%''61

加缩宫素
"'2

+

$$/$'

!

失血量计算
!

两组产妇统一采用称质量法#分娩后敷

料质量$湿质量&减去分娩前敷料质量$干质量&

\

出血量$按

!$'%

K

\!6B5

&即!均采用本院特制的灭菌纸垫$已称质量&#

在胎儿娩出后羊水流尽时#立即铺于产妇臀下#收集产后
"@

垫上的全部出血量后称质量#另一些纸垫用于产后
"

!

"3@

的

出血量#所增加的重量为失血量+

/

!

结
!!

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第
#

产程时间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产后
"@

出血量及产后
"3@

出血量明显减

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实验组产妇产后出血率

3$4Q

$

#

"

4%

&明显低于对照组
!"$#Q

$

&

"

4%

&#见表
!

+实验组

第
#

产程时间为$

.$4"0#$!'

&

6B5

#与对照组比较明显缩短#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产后
"@

出血量及产后
"3@

出

血量分别为$

!3'$'044$'

&,$

!&&$'04&$'

&

61

#较对照组明显

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两组产妇分娩情况比较&

N0>

'

组别
第

#

产程时间

$

6B5

&

产后
"@

出血量$

61

&

产后
"3@

出血量$

61

&

实验组
.$4"0#$!' !3'$'044$' !&&$'04&$'

对照组
!'$!.0#$"" "4%$&04/$& #"'$'0.'$'

'

!

讨
!!

论

'$$

!

产后出血是指胎儿娩出后
"3@

内失血量超过
%''61

#

是分娩期严重并发症#居我国产妇死亡原因首位)

"

*

+大部分产

后出血最理想的解决方式是预防#包括产前预防及采取积极措

施管理产程+尽管积极处理产程#但仍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第

#

产程延长可以增加产后出血的风险)

#

*

+因此缩短第
#

产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1CM+;HS8B5

!

*;

=

?;6M;>"'!"

!

T78$/

!

U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