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验交流!

泌尿生殖道分泌物支原体培养及药敏结果分析

徐
!

宁

"云南省人民医院检验科!昆明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地区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支原体感染和药物敏感的情况%方法
!

采用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

产的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试验试剂盒进行检测%结果
!

!*$%

例标本中支原体阳性且半定量计数大于或等于

!&(;=<

的有
$%4

例!其中解脲支原体阳性
(%"

例!人型支原体阴性
$

例!解脲支原体合并人型支原体
"%"

例%女性患者解脲支原

体感染率为
$4#&3

!男性患者感染率为
"'#*3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解脲支原体对抗菌剂的耐药性由高到低依

次为司巴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红霉素&四环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美满霉素&强力霉素&交沙霉素%

结论
!

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是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的主要病原体之一!对多种抗菌剂产生耐药!临床治疗时必须进行相应的

药物敏感性试验!以达到有效治疗的目的%

关键词"解脲支原体#

!

微生物敏感性试验#

!

泌尿生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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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支原体*人型支原体所致的性传播疾病逐年增多#国

内报道感染率在
*&3

!

(&3

之间'

!0"

(

)为了更有效治疗支原

体泌尿生殖道感染#选择更为有效的治疗药物#本文对本院
!

*$%

例泌尿生殖道标本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来自本院
"&&4

年
!

月至
"&!&

年
!

月妇科*

生殖遗传科#疑为泌尿生殖道感染的患者)其中#女
'""

例#男

+*'

例#年龄
"&

!

$$

岁之间)

?#@

!

标本采集
!

男性患者用无菌棉签轻轻插入尿道口
"

!

(

;D

处#旋转
!

周#停留
$

!

!&7

#取出后置于无菌运送瓶中立即

送检)女性患者由临床医生取阴道分泌物送检)

?#A

!

检测试剂及方法
!

采用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

的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培养分离鉴定*计数及药敏试验试

剂盒#操作时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B

!

结果判断
!

空白孔应为阴性#否则试验无效)对照孔阴

性报告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培养为阴性%对照孔阳性#

"(

C

内解脲支原体和解脲支原体大于或等于
!&(;=<

孔变为红色

为解脲支原体培养阳性)

(%C

内人型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大

于或等于
!&(;=<

孔变为红色#为人型支原体培养阳性)药敏

结果判断#当有支原体生长时#高低浓度药敏孔黄色为敏感#如

低浓度孔变为红色#高浓度为黄色#判为中介%高低浓度都变为

红色为耐药)

@

!

结
!!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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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标本中支原体阳性且半定量计数大于或等

于
!&(;=<

的有
$%4

例#其中解脲支原体阳性
(%"

例#人型支原

体阴性
$

例#解脲支原体合并人型支原体
"%"

例)女性患者解

脲支原体感染率为
$4#&3

#男性患者感染率为
"'#*3

)两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解脲支原体对抗菌剂的耐药

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司巴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左氧氟沙

星*红霉素*四环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美满霉素*

强力霉素*交沙霉素)

@#@

!

药敏结果
!

支原体对
!"

种测试抗菌剂敏感性#见表
!

)

表
!

!!

!+&

株解脲支原体和
+

株人型支原体药敏试验结果

抗菌剂
!+&

株解脲支原体药敏

S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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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3

&

X

$

3

&

+

株人型支原体药敏

S

$

3

&

J

$

3

&

X

$

3

&

交沙霉素
44#+ &#& &#* $+#" '#& *'#%

强力霉素
4$#! !#* *#' $"#4 (#% ("#*

美满霉素
%"#( '#( !!#" *"#4 "'#* (&#%

阿奇霉素
%!#4 '#& !"#! "4#% &#& *4#"

克拉霉素
$'#* "!#& ""#+ "!#* $$#! "*#'

罗红霉素
*'#" !4#& ((#% &#& '+#4 *"#!

四环素
**#' !&#% $$#' !$#' (+#$ *'#4

红霉素
"4#' !*#' $'#% !"#' *!#" $'#"

左氧氟沙星
""#( *!#$ ('#! &#& !4#$ %&#$

氧氟沙星
!%#* ""#% $%#4 &#& "(#% +$#"

环丙沙星
!'#$ "'#4 $*#' !&#" !+#* +"#$

司巴沙星
!$#' "(#% $4#'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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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支原体属和脲原体属属于柔膜体纲的支原体目支原体科#

是一类没有细胞壁的原核型微生物'

*

(

)解脲支原体多寄生在

男性尿道*阴茎包皮和女性阴道'

(

(

#解脲支原体所引起的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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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是非淋性尿道炎$

Le]

&)而且解脲支原体有黏附精子

的作用#阻碍精子的运动#产生神经氨酸酶样物质干扰精子和

卵子的结合#且与精子膜有共同抗原#可引起免疫损伤而致不

育)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感染与人类自发性流产*新生儿

体重不足*不孕不育等多种泌尿生殖道疾病密切相关'

$

(

)

因支原体无细胞壁#对作用于细胞壁的抗菌剂不敏感'

'

(

)

目前#临床上多采用干扰蛋白质合成的药物'

+

(

#如四环素*大环

内酯*喹诺酮类等)表
!

结果显示耐药率最高的是环丙沙星*

司巴沙星)

从上述分析中#治疗解脲支原体的首选药应为四环素类中

交沙霉素和强力霉素%而在喹诺酮类中#司帕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耐药率较高#说明本地区喹诺酮类药物

广泛用于泌尿道感染#而造成此类药耐药率较高#这与其他报

道相符'

%

(

)

人型支原体感染药敏试验中#交沙霉素和强力霉素敏感性

最高)所以#无论是解脲支原体还和人型支原体感染#首选药

物应是交沙霉素和强力霉素)但本文的药敏结果显示支原体

对罗红霉素*红霉素*四环素的耐药率分别达到了
((#%3

*

$'#%3

*

$$#'3

)由此可见#支原体对红霉素及四环素的耐药

性不容忽视)支原体对克拉霉素*美满霉素和阿奇霉素的敏感

性呈下降趋势#其敏感率分别为
$'#*3

*

%"#(3

*

%!#43

)这

说明可能是近年来抗菌剂的滥用导致了大量耐药株的不断出

现#使原来敏感的药物出现耐药'

4

(

)因此#尽可能进行支原体

培养及药敏试验#监测抗菌剂耐药性的变迁#同时根据药敏试

验结果选用药物#是减缓耐药株出现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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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自动分析仪与显微镜检查结果比较及复检规则的建立

温立鸿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河南郑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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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
]a0!&&&6

尿沉渣自动分析仪与显微镜检查尿中主要有形成分"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管型和类酵母

菌$结果之间的差异!并制定合理的复检规则%方法
!

!$4%

例新鲜中段尿先后用
]a0!&&&6

和
N\0$&&

进行尿沉渣分析和尿干化

学测试!同时对每一份标本进行显微镜检查%用配对
$

" 检验对
"

种结果进行比较和统计学分析%结果
!

红细胞&管型&类酵母菌

的结果!

"

种方法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白细胞&上皮细胞的结果!

"

种方法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经

]a0!&&&6

和
N\0$&&

检测结果均正常和经二者测试结果均异常"异常项目相匹配$的标本!

]a0!&&&6

检测和显微镜检查结果之间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
]a0!&&&6

和
N\0$&&

二者结果不一致者!红细胞&白细胞和管型
*

个项目的显微镜检查和

]a0!&&&6

检测结果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与显微镜检查相比!

]a0!&&&6

检测尿沉渣结果假阳性较高!

且红细胞存在一定的假阴性!只能作为一种筛查工具%将尿沉渣自动分析仪&尿干化学分析和显微镜复检三者联合!可确保结果

的可靠性!并提高工作效率%

关键词"显微镜检查#

!

尿沉渣自动分析仪#

!

复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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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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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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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新使用
]a0!&&&6

尿沉渣自动分析仪#为了保证结果

的准确可靠#本实验室对
!$4%

例门诊及住院患者的尿标本同

时进行干化学分析*尿沉渣自动分析和显微镜检查#并将结果

进行统计学分析#制定出合理的显微镜复检规则)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S

A

7D?g

公司
]a0!&&&6

尿沉渣自动分析仪

和配套原装试剂及高*低
"

种质控品)烟台宝威
N\0$&&

尿干

化学分析仪和其配套尿
!!/

检测试条及标准条)

Y>

A

D

I

6<7

双

目显微镜#水平离心机)

?#@

!

标本来源
!

门诊患者
+*$

例#住院患者
%'*

例#要求留取

新鲜中段尿立即送检)

?#A

!

方法
!

将尿液充分混匀后取
%DP

左右于尿沉渣分析仪

配套试管内采用
]a0!&&&6

自动进样系统先行尿沉渣自动分

析#然后使用
N\0$&&

进行尿干化学测试)另取
!&DP

尿液于

底部呈锥形的刻度离心管内用水平离心机#

!"&&

!

!*&&@

"

D68

离心
$D68

后弃去上清液#保留
&#"DP

沉渣#轻轻混匀后

取
&#&"DP

置载玻片上#用
!%DDb!%DD

盖玻片覆盖后镜

检'

!

(

)所有标本均在
"C

内检查完毕)

]a0!&&&6

与
N\0$&&

连接于同一台计算机进行管理)显微镜检查尿液主要有形成

分正常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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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a

%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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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a

%管型

&

!

偶见"
PTa

%上皮细胞少见%真菌阴性)显微镜镜检结果超

出此范围者为镜检异常)尿沉渣自动分析正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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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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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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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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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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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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