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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阴道病流行特点'危险因素及与支原体感染的关系探究"

王姜琳!杨慧健!于修文!姚
!

娟!汪国庆!张丽静!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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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嘉定区中心医院检验科!上海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妇女细菌性阴道病"

7Y

$的流行特点!探讨相关的危险因素及与支原体感染的关系%方

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的
7Y

患者白带标本
:-

例"

7Y

组$!非细菌性阴道炎患者白带标本

';-

例作为非
7Y

组!健康体检者白带标本
;-

例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
,

组支原体感染率!分析支原体阳性率

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再通过对上述入选者进行问卷调查!经
<1

H

"AG"/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探讨与
7Y

可能有

关的危险因素%最后通过就诊患者的唾液酸苷酶阳性率!分析其流行特点!包括发病年龄及季节等%结果
!

7Y

总感染率是
',+%&̀

!以
%-

岁以上妇女及秋季好发#问卷调查共回收
*::

份!回收率为
&;̀

!合格率为
&*+-'̀

!

年龄大于
%-

岁&有生育史&有阴道病史&内衣非棉质
%

个因素是
7Y

的独立危险因素#

,

组在人型支原体"

8h

$

感染&解脲支原体"

>>

$感染及
8hc>>

混合感染中总体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均

以
7Y

组感染率最高%结论
!

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对于
%-

岁以上妇女需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健康的生活方式!

还需加强自身身体素质!适当进行季节性防护!以更好预防
7Y

发生%

关键词"细菌性阴道病#

!

流行特点#

!

危险因素#

!

支原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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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阴道病$

7Y

&是指一类在细菌学上表现为

生殖道正常菌群减少#代之以一组厌氧菌群$如加德

纳菌*人型支原体属等&数量增加所致的临床症候群#

又称之为非特异性阴道炎#它是妇女生殖道感染最常

见疾病之一(

'

)

'目前#

7Y

的诊断与治疗都已经较为

成熟#但其具体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探

讨
7Y

的高危因素及对其进行病原体分析日益被人

们瞩目'本研究通过了解本地区妇女
7Y

的流行特

点#支原体感染与
7Y

发病的相关性及可能相关的危

险因素#从而为有效指导女性对
7Y

的预防#优化
7Y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8@

P

*-'&

!

Y1L+';

!

21+&

"

基金项目!上海市课题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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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中青年骨干基金资助项目$

Z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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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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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妇科门诊确诊的
7Y

患者
:-

例$

7Y

组&#平均年龄

$

,,+*_'+%

&岁%非
7Y

患者
';-

例作为非
7Y

组$其

中滴虫性*真菌性阴道炎各
:-

例&#平均年龄$

,%+:_

'+'

&岁%另选本院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平均

年龄$

,;+:_'+:

&岁'

7Y

诊断符合以下
%

项标准中
,

项可确诊!$

'

&白带性状稀薄*灰白色*异味$腥臭&*量

增多%$

*

&阴道
)

h

值升高大于
%+.

%$

,

&阴道分泌物镜

检可见线索细胞$必备条件&%$

%

&胺试验阳性'真菌

性阴道炎患者*滴虫性阴道炎患者均以分泌物涂片镜

检检出真菌或滴虫作为标准'所有入选者均要排除

以下几种情形!$

'

&生殖系统器质性疾病%$

*

&全身性

疾病%$

,

&老年性阴道炎%$

%

&孕妇%$

(

&月经期%$

;

&近
'

周有抗生素用药史及阴道灌洗治疗用药史#$

.

&近
,N

有性生活史'

$+/

!

仪器与试剂
!

7Y

联合检测试剂盒$酶化学法&

购自泰普生物科学有限公司#检测仪器为
547$

9Ye,--

%速蓝法试剂盒购自北京明悟德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支原体培养鉴定计数药敏试剂盒购自郑州安

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由妇产科医生对所有入选者进行

采样#放入支原体专用采样管内#立即送检'

$+'+/

!

7Y

检测
!

将采好样的棉签拭子放入含有
-+(

!<

标本稀释液的塑料管中#混匀后$采用一次性吸管

挑去黏液部分#防止检测时堵塞吸样吸头&放入
7Y

专用半自动检测仪#

'(!"B

后仪器自动判读结果'确

证试验采用速蓝法#将采样棉签放置特定的唾液酸苷

酶检测液中#混匀
,!"B

后加入显色液#如标本检测

液颜色变蓝则唾液酸苷酶为阳性#反之为阴性'

$+'+'

!

支原体检测
!

取出基础液及检测板使其接近

室温#吸取
'--

#

<

基础液加入
9

孔空白对照孔#接种

样本于剩余的基础液中#加盖混匀后加入其余的微孔

中#每孔
'--

#

<

#加样完毕后滴
'

滴矿物油至所有微

孔#放入
,.\

温箱培养
*%I

观察结果'若检测孔由

橘黄色变红色#则表示有支原体生长#即为阳性#反之

为阴性'

$+'+1

!

问卷调查
!

自行设计问卷调查表#在入选者

知情并自愿的前提下由妇产科协助完成问卷调查表'

问卷的内容包括年龄*文化程度*生育史*人流史*卫

生棉更换频率*内衣品质*每周性生活次数*性伴侣个

数*抽烟*喝酒*有无口交*避孕方式*有无阴道病史

等#对回收合格的问卷调查表进行整理'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3eY: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使用率$构成比&表示#采用
!

* 检验#所有检

验为双侧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1

H

"AG"/

回归

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7Y

发病率及流行特点
!

统计回顾分析发现#唾

液酸苷酶总阳性率为
',+%&̀

$

*.(-

"

*-,&-

&#而各月

份*季节及每个年龄段唾液酸苷酶阳性率见图
'

"

,

'

.

月份感染率最低#

'-

月份感染率最高%秋季感染率

最高#春季感染率最低#冬季与夏季感染率相近%

%-

岁

以下感染率相对较低#

%-

岁以上感染率相对较高#且

%-

岁以下各年龄段感染率接近#

%-

岁以上各年龄段

感染率接近'

图
'

!!

各月份唾液酸苷酶感染率分布

图
*

!!

各季节唾液酸苷酶感染率分布

图
,

!!

各个年龄段唾液酸苷酶感染率分布

/+/

!

调查问卷回收情况
!

问卷调查共回收
*::

份#

回收率为
&;̀

#合格为
*;(

份#合格率为
&*+-'̀

'其

中合格调查表中包括
7Y

患者
.,

例#非
7Y

患者
',&

例#健康体检者
(,

例'对问卷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

!

7Y

可能相关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

除了吸

烟*喝酒不是引起
7Y

发病的单危险因素之外#其余

如年龄*文化程度*生育史等都是引起
7Y

发病的单

危险因素#见表
'

'

表
'

!!

7Y

相关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及感染率

相关因素
)

感染例数$

)

& 感染率$

`

&

!

*

"

年龄$岁&

!'

%- ':( %* **+.- .+*'

$

-+-'

!&

%- :- ,' ,:+.(

文化水平

!'

高中
'*,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8@

P

*-'&

!

Y1L+';

!

21+&



续表
'

!!

7Y

相关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及感染率

相关因素
)

感染例数$

)

& 感染率$

`

&

!

*

"

!%

大专
'%* ,' *'+:,

生育史

!

有
'(, ;' ,&+:. *.+(%

$

-+-'

!

无
''* '* '-+.'

流产史

!

有
'-& %. %,+'* **+(-

$

-+-'

!

无
'(; *; ';+;.

阴道病史

!

有
'%* (( %-+-- *%+::

$

-+-'

!

无
'*, ': '*+(-

卫生棉更换频率

!'

%I ',: *; ':+:% '-+&%

$

-+-'

!&

%I '*. %. ,.+-'

内衣品质

!

棉
'(' ,* *'+'& .+'-

$

-+-'

!

非棉
''% %' ,(+&;

每周性生活频率

!

'

"

* '(: ,, *-+:& :+.-

$

-+-'

!&

* '-. %- ,.+,:

性伴侣数

!

' '&' %, **+(' ;+;:

$

-+-'

!&

' .% ,- %-+(%

抽烟

!

有
:, *: ,,+., *+,*

&

-+-(

!

无
':* %( *%+.,

喝酒

!

有
'-* *: *.+%( -+--

&

-+-(

!

无
';, %( *.+;'

口交

!

有
%. ,- ;,+:, ,.+;:

$

-+-'

!

无
*': %, '&+.*

避孕方式

!

无
.: ,, %*+,' '%+''

$

-+-'

!

避孕套
:' ', ';+-(

!

其他
'-; *. *(+%.

/+/+/

!

7Y

多因素
<1

H

"AG"/

回归分析
!

对
7Y

感染

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
<1

H

"AG"/

回归分析#以是否

患有
7Y

为因变量#以年龄*文化低等单危险因素作

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
<1

H

"AG"/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年龄大于
%-

岁*有生育史*有阴道病史*内衣非棉

质
%

个因素是
7Y

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

'

/+'

!

各组不同亚型支原体感染率比较
!

采用多个样

本率的比较#分别假设
,

组人型支原体$

8h

&*解脲支

原体$

>>

&*

8hc>>

总体阳性率相等#结果
,

组

8h

*

>>

*

8hc>>

感染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D*+.-

*

-+..

*

(+%(

#

"

&

-+-(

&#但均以
7Y

感染

率最高#见表
,

'

表
*

!!

7Y

相关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

DG J(9M " %S &(̀ .+

年龄
&

%-

岁
'+;: -+.' (+;* -+-* (+,& '+,%

"

*'+;:

素质不高
'+%% -+.& ,+,* -+-; %+*- -+&-

"

'&+;.

有生育史
'+;. -+;% ;+.& -+-' (+,- '+('

"

':+(;

有流产史
-+;' -+;( -+:& -+,% '+:( -+(*

"

;+;-

有阴道病史
*+*' -+:% ;+:& -+- &+'* '+.(

"

%.+(%

卫生棉更换
&

%I -+*' -+*: -+(. -+%( '+*, -+.*

"

*+'*

内衣非棉质
*+%, -+:' &+-. -+-- ''+,* *+,,

"

(%+:&

每周性生活大于
*

次
-+*, -+.* -+'- -+.( -+:- -+'&

"

,+*:

性伴侣数大于
*

个
-+(& -+;* -+&, -+,, '+:' -+(%

"

;+-:

口交
'+*' -+.: *+,. -+'* ,+,% -+.*

"

'(+((

避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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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组别支原体感染率#

)

$

`

%&

组别
) 8h >> 8hc>>

7Y

组
:- ''

$

',+.(

&

,&

$

%:+.(

&

,

$

,+.(

&

非
7Y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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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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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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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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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Y

患者一方面阴道内乳酸杆菌减少而其他致病

菌大量繁殖#致使阴道内过氧化氢浓度减少#

)

h

值升

高%另一方面致病菌$阴道加德纳菌#各种厌氧菌及支

原体等&产生大量唾液酸苷酶$

7Y

致病菌的特异性产

物&#较健康人高出
'--

"

'---

倍'本研究采用
7Y

三联检测$酶化学法&代替金标准
3!A?L

法对
7Y

进

行诊断#该方法与
3!A?L

法的符合率可达到
&;+;̀

#

且
7Y

三联检测操作简单*检测速度快*指标更为客

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形态学上检测者主观原

因影响而造成的误诊*漏诊的发生(

*

)

'但由于三联法

最后结果判读是通过比色#往往血性标本会导致唾液

酸苷酶假阳性#本试验采用速蓝法确证试验进行确

证#避免由于血性标本而造成的误诊'

7Y

是妇女生殖道感染最常见疾病之一#有研究

表明其感染率在
'(̀

"

(-̀

#且
7Y

患者中约
'-̀

"

(-̀

无临床症状表现(

,$%

)

'有症状者表现为白带增

多#有味#可伴有轻度的外阴瘙痒或烧灼感'

7Y

易复

发#其
'

周内的治愈率可达
:-̀

"

&-̀

#但
,

个月内

的复发率可高达
'(̀

"

,-̀

(

(

)

'本研究中
7Y

的感

染率为
',+%&̀

#低于文献报道#通常文献报道的是

7Y

在阴道炎中的感染率#本研究的是
7Y

在所有妇

科就诊患者中的感染率'此外#本研究还表明
7Y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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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发于秋季#

%-

岁以上的妇女'这与刘志强等(

;

)的研

究不符#可能
7Y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好发的年龄

段存在差异'

7Y

可诱发多种妇科疾病如尿道炎*其他类型的

阴道炎*子宫内膜炎*盆腔炎*妇科肿瘤等#也可导致

多种产科疾病#如早产*羊膜炎*羊水感染*绒毛膜炎*

新生儿感染等#并可引起不孕症的发生(

.$',

)

'近年来

国内外有研究表明某些因素可能与
7Y

发病有关#如

年龄*文化程度*阴道炎史等#但缺少全面统一的定

论(

'%$';

)

'本研究表明#吸烟喝酒不是引起
7Y

发病的

单危险因素#但诸如年龄*文化程度*生育史*个人卫

生习惯*生活方式等都是引起
7Y

发病的单危险因

素%而最终年龄大于
%-

岁*有生育史*有阴道病史*内

衣非棉质
%

个因素证实是
7Y

的独立危险因素#需在

日常生活中加以重视#但并未得出使用避孕套可以作

为
7Y

的保护因素#与周亚芬等(

'(

)和李素萍等(

';

)研

究存在差别#可能与本研究选取对象方式不同有关'

此外有研究还表明#

7Y

分离出的病原体不仅仅

是厌氧菌#还有需氧菌及支原体#生殖道感染的支原

体主要为
8h

与
>>

#但不同地区支原体感染与
7Y

相关性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

)

'本研究显示#

7Y

与非
7Y

及健康体检者在
8h

*

>>

及两者混合感染

的阳性率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均以

7Y

感染阳性率最高#这表明
7Y

患者更易发生支原

体的感染'这提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适当的季节性防护#

特别对于
%-

岁以上妇女#还需加强自身身体素质#以

更好防范
7Y

发生'

综上所述#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对于
%-

岁以上妇

女需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需加强

自身身体素质#适当进行季节性防护#尽量避免支原

体感染#重视妇科检查#以更好预防
7Y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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