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有效改善孕妇分娩效果"降低自然分娩失败概率#

!

组间胎儿窘迫发生率没有差异"其原因是常规护理

仍然可以保证胎儿安全"在发现产妇自然分娩存在较

大困难时"及时进行剖宫产术"预防了胎儿窘迫等不

良母婴结局的发生#进一步比较
!

组间的产后出血

率和产程可知"观察组产妇的总产程明显低于对照组

产妇&

3

#

"0"9

'"但产后出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3

&

"0"9

'"提示给予产妇助产士全程导乐分娩模式

可以有效缩短产程+改善生产体验#

!

组产妇产后出

血量无明显差异"提示
!

种护理方式均安全可靠"不

会导致产妇产后出血量增加#最后"比较
!

组产妇生

产前后的
B7B

+

B?B

评分可知"在生产后观察组产妇

的情绪明显优于对照组"其原因是观察组在生产过程

中的体验优于对照组"得到了更多的精神支持和关

怀"因此其
B7B

+

B?B

评分更低#

综上所述"全程导乐分娩模式可以有效改善产妇

的生产过程"缩短总产程"降低剖宫产率"并有效降低

产后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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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常见病原体核酸检出结果分析

刘泽雨3

!姜
!

伟!

"

"

30

金堂县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成都
$3"688

$

!0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检验科!成都
$3""4!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四川省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患者性传播疾病常见病原体感染状况及其特点!为患者治疗

及优生优育提供依据'方法
!

收集
!"34

年
3c3!

月
$$"$

例患者解脲脲原体"

ZZ

%&沙眼衣原体"

;S

%&淋病

奈瑟球菌"

K@

%&单纯疱疹病毒
&!

"

[BM&!

%&人乳头瘤病毒"

[YM

%的核酸检测结果!分析不同年龄阶段&性别的

感染状况'结果
!

ZZ

&

;S

&

K@

&

[YM

&

[BM&!

检出率男性分别为
#8063E

&

#04"E

&

"036E

&

3#093E

&

"03:E

!

女性检出率分别为
$6066E

&

$04!E

&

"0!4E

&

390:4E

&

30"9E

$女性
ZZ

&

;S

检出率高于男性!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3

#

"0"9

%!男性
;S

和女性
ZZ

&

;S

&

[YM

各年龄段的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结论
!

常

见性传播疾病病原体以
ZZ

检出率最高!

ZZ

&

;S

检出率存在性别差异!建议将
ZZ

&

;S

&

K@

&

[YM

&

[BM&!

作

为婚检&孕前检查&产前检查及不孕症的筛查项目!以保证优生优育'

关键词#性传播疾病$

!

病原体$

!

核酸$

!

优生优育

中图法分类号#

566$09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3$4!&8699

"

!"3:

%

!3&#!8#&"6

!!

解脲脲原体&

ZZ

'+沙眼衣原体&

;S

'+淋病奈瑟

球菌&

K@

'是最常见的性传播病原体"可引起不孕不

育,

3&!

-

#单纯疱疹病毒
&!

&

[BM&!

'可引起生殖器疱疹+

宫颈癌"也是细菌性阴道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

-

#人乳

头瘤病毒&

[YM

'是宫颈癌的高危因素"也是妊娠不良

结局发生的高危因素,

6

-

#研究性传播疾病常见病原

体在生殖中心患者中的感染特点"可为患者治疗及优

生优育提供重要依据#本研究对
!"34

年
3c3!

月四

川省人民医院生殖中心
$$"$

例性传播疾病患者常见

病原体的相关核酸检测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取
!"34

年
3

月
3

日至
3!

月
#3

日

四川省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收治的
$$"$

例患者进行性

传播疾病常见病原体相关核酸检测"其中男
!44#

例"

年龄
!"

#

94

岁"平均&

#!0!D9043

'岁*女
#:##

例"年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HAIJ;*).

!

K1LI'HI2!"3:

!

M1*039

!

K10!3



龄
38

#

9$

岁"平均&

#"03D90!

'岁#

$0/

!

标本类型
!

男性标本为晨尿的前段尿+尿道分

泌物+前列腺液"女性标本为阴道分泌物+宫颈刮

取物#

$0'

!

方法
!

ZZ

+

;S

+

K@

+

[BM&!

采用中山大学广州

达安基因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进行核酸提取"

7V>49""

型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

Y;5

'定量扩

增仪进行扩增"每批检测设阴性+阳性对照及阴性+阳

性质控"

[YM

采用潮州凯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的试

剂进行
Y;5

导流杂交#

$0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YBB38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3

#

"0"9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0$

!

不同性别患者性传播疾病常见病原体核酸检测

结果比较
!

男性患者
!44#

例"其中
ZZ

检测
!$8!

例"检出率为
#8063E

&

3"$3

例'"

;S

检测
384#

例"

检出率为
#04"E

&

4#

例'"

K@

检测
3696

例"检出率

为
"036E

&

!

例'"

[YM

检测
#4

例"检出率为
3#093E

&

9

例'"

[BM&!

检测
34

例"检出率为
340$9E

&

#

例'#

女性
#:##

例患者"其中
ZZ

检测
##4!

例"检出率为

$6066E

&

!34#

例'"

;S

检测
3$84

例"检出率为

$04!E

&

336

例'"

K@

检测
39"!

例"检出率为
"0!4E

&

6

例'"

[YM

检测
!9!

例"检出率为
390:4E

&

6"

例'"

[BM&!

检测
646

例"检出率为
30"9E

&

9

例'#女性

ZZ

+

;S

检出率均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i

#4$09$

+

34039

"

3

#

"0"9

'*

K@

+

[YM

检出率男+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i"0$3

"

3

&

"0"9

'#

/0/

!

各年龄段男性患者性传播疾病常见病原体核酸

检出 情 况
!

ZZ

以
!"

# #

#"

岁 年 龄 段 检 出 率

&

630$8E

'最高"与
6"

#

94

岁年龄段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i6068

"

3

#

"0"9

'"与
#"

##

6"

岁年龄段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i3089

"

3

#

"0"9

'"

#"

##

6"

年龄段与
6"

#

94

岁年龄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i30$9

"

3

#

"0"9

'#

;S

以
6"

#

94

岁年龄段检

出率&

60:E

'最高"与
!"

##

#"

岁年龄段+

#"

##

6"

岁年龄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i"04$

+

"0:8

"

3

&

"0"9

'#

!"

##

#"

岁年龄段与
#"

##

6"

岁年龄

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i"0""":9

"

3

&

"0"9

'#

K@

+

[BM&!

+

[YM

各年龄段阳性例数较少"

无可比性"见表
3

#

/0'

!

各年龄段女性患者性传播疾病常见病原体核酸

检出情况
!

ZZ

以
6"

#

9$

岁年龄段检出率&

$:06:E

'

最高"与
38

##

#"

岁年龄段和
#"

##

6"

岁年龄段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i"0$

+

!09

"

3

&

"0"9

'#

38

##

#"

岁年龄段与
#"

##

6"

岁年龄段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i#0#9

"

3

&

"0"9

'#

;S

以
#"

##

6"

岁年龄段检出率&

:08:E

'最高"与
38

##

#"

岁年

龄段+

6"

#

9$

岁年龄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i

#06:

+

#0!:

"

3

&

"0"9

'#

38

##

#"

岁年龄段与
6"

#

9$

岁年龄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i"08$

"

3

&

"0"9

'#

K@

+

[BM&!

各年龄段阳性例数较少"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3

&

"0"9

'#

[YM

以
6"

#

9$

岁年龄段检

出率&

!$0$4E

'最高"与
38

##

#"

岁年龄段+

#"

##

6"

岁年龄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i30!4

+

30!:

"

3

&

"0"9

'#

38

##

#"

岁年龄段与
#"

##

6"

岁

年龄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i"0"3#

"

3

&

"0"9

'"见表
!

#

表
3

!!

各年龄段男性患者性传播疾病常见病原体核酸检出情况

年龄&岁'

ZZ

检测数&

%

' 阳性,

%

&

E

'-

;S

检测数&

%

' 阳性,

%

&

E

'-

K@

检测数&

%

' 阳性,

%

&

E

'-

[BM&!

检测数&

%

' 阳性,

%

&

E

'-

[YM

检测数&

%

' 阳性,

%

&

E

'-

!"

##

#" 8$8 6"6

&

630$8

'

4"# !9

&

#09$

'

6$! "

&

"0""

'

9 !

&

"06"

'

3! "

&

"0""

'

#"

##

6" 3633 96:

&

#:0:6

'

3"!" #$

&

#09#

'

4:" !

&

"0!$

'

8 "

&

"0""

'

!! #

&

3#0$6

'

6"

#

94 #3! 3"8

&

#6086

'

!9" 3!

&

60:"

'

!3! "

&

"0""

'

# 3

&

"0##

'

# !

&

$$0$4

'

合计
!$8! 3"$3

&

#8063

'

384# 4#

&

#04"

'

3696 !

&

"036

'

34 #

&

"03:

'

#4 9

&

3#093

'

表
!

!!

各年龄段女性患者性传播疾病常见病原体核酸检出情况

年龄&岁'

ZZ

检测数&

%

' 阳性,

%

&

E

'-

;S

检测数&

%

' 阳性,

%

&

E

'-

K@

检测数&

%

' 阳性,

%

&

E

'-

[BM&!

检测数&

%

' 阳性,

%

&

E

'-

[YM

检测数&

%

' 阳性,

%

&

E

'-

38

##

#" 34#4 336"

&

$90$#

'

3343 4#

&

$0!#

'

4"" 3

&

"036

'

!$4 !

&

"049

'

39$ !6

&

390#:

'

#"

##

6" 3693 8"4

&

$!093

'

6"3 #$

&

:08:

'

4"6 !

&

"0!:

'

3:6 !

&

"033

'

:3 3!

&

360:3

'

6"

#

9$ 3:6 3!$

&

$:06:

'

3!9 9

&

60""

'

8: 3

&

30"!

'

!# 3

&

60#9

'

39 6

&

!$0$4

'

合计
##4! !34#

&

$6066

'

3$84 336

&

$04!

'

39"! 6

&

"0!4

'

646 9

&

30"9

'

!9! 6"

&

390:4

'

/01

!

病原体多重感染检出情况
!

ZZh;S

双重感染

男性
#9

例"女性
:8

例"

ZZhK@

双重感染女性
3

例"

;ShK@

双重感染男性
3

例"

ZZh;Sh[BM&!

三重

感染女性
3

例"以
ZZh;S

检出最多共
3!6

例#

/02

!

[YM

感染亚型分布
!

[YM3$

+

9!

亚型各
4

例"

[YM9:

亚型
$

例"

[YM#3

亚型
9

例"

[YM9#

亚型
6

例"

[YM33

+

##

亚型各
#

例"

[YM#8

+

93

+

$:

+

;

O

:#"6

亚型各
!

例"

[YM$

+

3:

+

#9

+

66

+

9$

+

98

+

$$

亚型各
3

例"以
[YM3$

+

9!

+

9:

亚型为最多"有
9

例患者为双重

感染#

)

6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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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

感染高危+低危亚型分布
!

低危亚型

&

[YM$

+

33

+

66

+

;

O

:#"6

亚型'

4

例"占
36E

"高危亚型

&

[YM3$

+

3:

+

#3

+

##

+

#9

+

#8

+

93

+

9!

+

9#

+

9$

+

9:

+

98

+

$$

+

$:

亚型'

6#

例"占
:$E

#

'

!

讨
!!

论

!!

ZZ

+

;S

+

K@

+

[BM&!

+

[YM

是引起泌尿生殖道

感染的常见病原体#

ZZ

男性感染可引起尿道炎+生

殖系统疾病+前列腺疾病等#

ZZ

可使精子膜&包括

顶体膜'的结构损伤"导致精子的活动力差"通过生精

细胞凋亡机制"诱导巨噬细胞产生肿瘤坏死因子"影

响精子的发生+发育+成熟+获能"降低精子的穿透能

力和受精能力"可结合在精子表面摄取其营养物质进

行代谢"产生毒性产物
K[

#

+

[

!

F

!

直接破坏精子膜"

降低精子膜流动性及精子受精能力"还会导致精浆果

糖和中性
/

葡糖苷酶的减少"影响精子活力#

ZZ

产

生神经氨酸酶样物质干扰受精"通过结合精子膜表面

硫酸半乳糖甘油酯阻碍精卵结合"导致男性不育,

3

-

#

女性可引起生殖系统感染"与不育+流产+妊娠不良结

局等有密切关系"

ZZ

感染可造成输卵管炎性粘连"

可使管腔狭窄"引起生殖器官的病理性改变"是女性

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

ZZ

感染可免疫产生抗心磷

脂抗体和抗精子抗体"两者与不孕不育有关#

ZZ

感

染与其浓度有关"低浓度可能为无症状携带者"高浓

度感染与妊娠不良结局有显著相关性"可经过胎盘感

染胎儿而导致早产+死胎"或在分娩时造成新生儿眼

炎及呼吸道感染"高浓度的感染可能是
[YM

感染的

辅助因子"在
[YM

侵入宫颈上皮细胞和
[YM

持续

感染过程中起作用,

9

-

#

;S

感染目前已是西方国家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之一"可引起眼结膜炎+尿道炎+宫颈炎+输卵管炎+前

列腺炎"血清型
7

+

V

+

V(

+

;

与沙眼有关"血清型
<3

+

<!

+

<!(

+

<#

可引起性病性淋巴肉芽肿"血清型
?

+

?(

+

%

+

C

+

@

+

[

+

>

+

>(

+

^

+

=

与泌尿生殖道感染有关"其中以

?

+

%

+

C

最常见,

$

-

#

;S

对精子的发生与成熟有干扰作

用"可使精子发生氧化损伤"使凋亡率升高"对睾丸+

附睾有破坏作用"可感染刺激机体产生抗精子抗体"

造成不育,

3

"

$

-

#

K@

可引起泌尿生殖系统的化脓性感

染"可通过精子运动进入女性生殖道"引起女性宫颈

感染#

[BM&!

是生殖器疱疹的主要病原体"可能和宫

颈癌的发生有关"也是细菌性阴道病的一个危险因

素,

#

-

#

[YM

易感染人类表皮和黏膜鳞状上皮"主要

经性传播"大约有
9"

种亚型可感染生殖系统"低危型

以
[YM$

+

33

亚型最常见"高危型
[YM3$

+

3:

+

#3

和

69

亚型与宫颈鳞癌关系最为密切"以
[YM3$

亚型感

染为主"其次为
[YM3:

亚型"而
[YM3$

+

3:

+和
69

亚

型最易导致宫颈腺癌"以
[YM3:

亚型感染为主"其次

为
[YM3$

亚型"

[YM

高危型持续感染会诱发宫颈癌

前病变"与宫颈癌+直肠癌+口腔癌+扁桃体癌有关"也

是妊娠不良结局发生的高危因素"

[YM

可以直接侵

犯胎膜细胞"并在随宿主
?K7

复制而增殖的过程中

损伤胎膜细胞"感染
[YM

孕妇的胎膜"使之发生一定

程度的炎症"为病原体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加剧胎膜

早破"通过垂直传播的方式使新生儿感染
[YM

,

6

-

#

本研究主要以生殖中心不孕不育症+优生优育和

性传播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以调查该中心患者的常

见性传播疾病感染状况及其特点"未与健康体检人群

作对照"其感染病原体以
ZZ

最高"与国内报道一

致,

4&3"

-

"

ZZ

女性感染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3

#

"0"9

'"与其他报道较一致,

4&:

-

"这可能和
ZZ

在女性生殖道定植+女性生殖道生理结构+生理环境

差异有关"女性感染率为
$6066E

"与龙彦等,

4

-的报道

较接近&

$$08E

'"高于彭瑛等,

:

-

+李素芳等,

8

-的报道

&

9$036E

+

680:E

'"以
6"

#

9$

岁年龄段检出率最高"

检出率为
$:06:E

"其次为
38

# #

#"

岁年龄段

&

$90$#E

'"与国内报道有一定差异,

4&8

-

"这可能和

6"

#

9$

岁年龄段机体免疫力下降"

38

##

#"

岁年龄

段处于相对性活跃期"容易感染"各年龄段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与龙彦等,

4

-

+李素芳等,

8

-的

报道较一致#男性感染率为
#8063E

"与彭瑛等,

:

-的

报道较接近&

#90#!E

'"明显高于其他报道,

4

"

3"

-

"以

!"

##

#"

岁年龄段为最高&

630$8E

'"与
6"

#

94

岁年

龄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其他组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这可能和低年龄组处

于相对性活跃期有关"与国内报道有差异,

4

"

:

"

3"

-

#

;S

女性检出率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3

#

"0"9

'"与国内报道不一致,

4&:

-

"男+女各年龄段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男性检出率为

#04"E

"比许媛等,

3"

-报道的&

:0!"E

'低"以
6"

#

94

岁

年龄段检出率最高&

60:"E

'"女性以
#"

##

6"

年龄

段最高&

:08:E

'#

K@

男女检出率分别为
"036E

+

"0!4E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3

&

"0"9

'"均较低"远远低于国内报

道,

4

"

3"

-

"这与
K@

对头孢曲松+大观霉素敏感"容易治

疗有关"淋病近几年得到了明显控制"发病率很低#

[BM&!

男性检测例数较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3

#

"0"9

'"女性检出率为
30"9E

"低于龙彦等,

4

-的

报道&

!0""E

'#常见病原体可出现两种或多种混合

感染"以
ZZh;S

检出最多"与国内报道一致,

4

"

3"

-

#

[YM

男女检出率分别为
3#093E

+

390:4E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3

&

"0"9

'"女性检出率与方莉等,

33

-报道的

&

3$0#3E

'较接近#各年龄段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3

&

"0"9

'"与方莉等,

33

-报道的不一致#女性以
6"

#

9$

岁年龄段检出率最高&

!$0$4E

'"可能是由于高龄

组抵抗力下降"更易受感染"也可能是因为
6"

#

9$

岁

年龄段病例较少"存在统计学误差#

[YM

高危型感

染率较高"占
:$E

"以
3$

+

9!

+

9:

亚型为主"与国内报

道的一致,

33

-

"目前
[YM

疫苗也在临床应用"

!

价疫苗

针对
[YM3$

+

3:

亚型"

6

价疫苗针对
[YM$

+

33

+

3$

+

3:

亚型"

8

价疫苗针对
[YM$

+

33

+

3$

+

3:

+

#3

+

##

+

69

+

9!

+

9:

亚型"因此应根据当地
[YM

感染高危型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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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特点选择预防性疫苗"有条件的可接种
8

价疫

苗"做到早预防"应定期对
[YM

感染进行筛查"做到

早诊断"早治疗"降低宫颈癌的发生#

目前国家实行0二孩1政策"有较多高龄夫妇有生

育需求"而性传播疾病病原体在人群中的感染率较

高"以
ZZ

感染率最高"除引起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外"

还可引起不孕不育"造成妊娠不良结局"以及诱发宫

颈癌等严重后果"加强相关人群的性传播疾病病原体

检测显得尤为重要#分子生物学核酸检测性传播疾

病病原体具有快速+准确+高效+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及简单方便等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并在基层

医院大力普及#目前国家对婚前检查和孕前检查实

行免费"但检查项目仅包括艾滋病+梅毒+淋病+乙型

肝炎等传染病"但对
ZZ

+

;S

+

[BM&!

+

[YM

等影响生

殖健康及优生优育的性传播疾病病原体未要求检查"

为保证优生优育"建议将
ZZ

+

;S

+

K@

+

[YM

+

[BM&!

作为婚检+孕前检查+产前检查及不孕症检查的筛查

项目"有条件的婚检及孕检机构应做好宣传"让相关

人员自愿接受性传播疾病病原体的核酸检测"控制性

传播疾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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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护理干预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不良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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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

"榆林市绥德县榆林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陕西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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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观察对功能性消化不良"

C?

%患者采取整体护理干预措施对其不良情绪的影响'方法
!

将

该院
!"39

年
3!

月至
!"3$

年
3!

月收治的
64

例
C?

患者纳入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措施'

!"34

年
3

月至

!"3:

年
3

月该院收治的
68

例
C?

患者纳入观察组'评估
!

组患者护理前&后消化道症状积分&焦虑自评量表

"

B7B

%评分&抑郁自评量表"

B?B

%评分&

b[F

生活质量简表"

b[F\F<&V5%C

%评分并进行比较'结果
!

护理

前
!

组患者
B7B

评分&

B?B

评分&消化道症状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护理后观察组
B?B

评

分"

6"06$D60:6

%&

B7B

评分"

6!0"8D#094

%&消化道症状积分"

$0!9D30#"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3

#

"0"9

%'护理前
!

组
b[F\F<&V5%C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护理后
!

组患者的生

活质量均有所改善!观察组各项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结论
!

在
C?

患者中!采

取整体性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减少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效果理想'

关键词#整体护理$

!

功能性消化不良$

!

不良情绪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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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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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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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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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综合征&

C?

'为临床常见的消化

系统疾病"以上腹胀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症状

为主要临床表现"病因不明"但无器质性病变"临床症

状反复出现"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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