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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分泌物中真菌和滴虫的感染率及其季节性变化

范　冰，李加凤，王瑞玲

（武警总医院检验科，北京１０００３９）

　　摘　要：目的　观察阴道分泌物中真菌和滴虫的感染率及其季节性变化情况。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在该院

就诊的２４５７０例妇女的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２４５７０例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检出真菌２０８６例，阳

性率为８．４９％，检出滴虫３１０例，阳性率为１．２６％；真菌感染率在统计学上显著高于滴虫感染率（犘＜０．００１）。真菌在冬季２月份

的感染率最低（６．８５％），与夏季７～９月的感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１２个月中滴虫的感染率未见统计学差异（犘＞

０．０５）。结论　阴道分泌物中真菌的感染率远高于滴虫，而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排除体内外易感因素能降低真菌和滴虫阴道炎

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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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菌和滴虫阴道炎是妇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一直以来严

重影响着患病妇女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通过阴道分泌物的常

规检查可以早期发现和诊断这两种特异性阴道炎，简单易行，

非常方便。本文对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来本院就诊的

２４５７０例妇女的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本院妇产科门

诊及住院检查的２４５７０例女性患者，年龄为１７～６６岁，对每

例患者行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

１．２　方法　妇产科的医务人员利用洁净的棉拭子采集患者的

阴道深部或阴道后穹窿、宫颈管口等处的分泌物，与少量生理

盐水混匀后，由检验人员涂于清洁的无菌玻片上，按照《全国临

床检验操作规程》在显微镜下检查是否有真菌与滴虫［１］，对于

不易确定的真菌可疑标本可滴加６％ ＮａＯＨ溶液进一步确认。

滴虫以镜下找到活动的滋养体为阳性，真菌以镜下找到真菌孢

子或假菌丝为阳性。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μ检验处理数据，统计分析显著性水

准为α＝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４５７０例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检出真菌２０８６例，阳性

率为８．４９％，检出滴虫３１０例，阳性率为１．２６％，真菌与滴虫

混合感染３例；真菌感染率在统计学上显著高于滴虫感染率

（犘＜０．００１）。１年中每个月真菌和滴虫的感染情况见表１，其

中真菌在冬季２月份的感染率最低（６．８５％），与夏季７～９月

的感染率有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８月份的真菌感染率为

１０．６９％，比２月份增长了５６％。１２个月中滴虫的感染率未见

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

表１　　２４５７０例阴道分泌物真菌和滴虫的感染率

　　　　及其季节性变化

月份
检测数

（狀）

真菌感染

阳性数（狀） 感染率（％）

滴虫感染

阳性数（狀） 感染率（％）

７ １８２６ １８９ １０．３５ ２７ １．４８

８ ２２９２ ２４５ １０．６９ ３０ １．３１

９ １８７２ １６６ ８．８７ ２８ １．５０

１０ １８５８ １７１ ９．２０ ２１ １．１３

１１ １９３７ １５８ ８．１６ ２４ １．２４

１２ １８７７ １５６ ８．３１ １７ ０．９１

１ １６０４ １４１ ８．７９ ２１ １．３１

２ ２２０４ １５１ ６．８５ ２８ １．２７

３ ２５３８ １７８ ７．０１ ３６ １．４２

４ ２１８５ １７３ ７．９２ ２７ １．２４

５ ２３２５ １７５ ７．５３ ３０ １．２９

６ ２０５２ １８３ ８．９２ ２１ １．０２

合计２４５７０ ２０８６ ８．４９ ３１０ １．２６

３　讨　　论

阴道分泌物是由女性生殖系统分泌的液体，对它的常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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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是诊断阴道炎的必需步骤。正常的阴道内包含有多种需氧

菌和厌氧菌以及作为条件致病菌的念珠菌等形成的正常阴道

菌群。当人体大量应用抗生素、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或各种

原因导致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时，阴道内正常的菌群生态平衡被

打破，容易引发真菌阴道炎和外源性滴虫阴道炎［２］。真菌阴道

炎的病原体实际上是念珠菌，也叫假丝酵母菌。本研究调查了

２４５７０例妇女的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结果，其中真菌的感染率

是８．４９％，滴虫的感染率是１．２６％，二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０１）。

文献［３５］报道了阴道分泌物中真菌的感染率（７．５９％～

４０．０２％）和滴虫的感染率（１．２３％～１９．１０％），如此巨大的差

异可能是由各个调查人群内的人员构成比不同、样本量差异较

大、地区差异以及检查方法不同等原因造成的。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阴道分泌物中真菌在夏季的感染率远

高于冬季，其原因可能与夏天较高的温度使女性会阴局部的温

度及湿度增加，从而使念珠菌更容易繁殖而引起感染有关。相

反，滴虫在阴道分泌物中的感染率则未显示出明显的季节性差

异，在夏季滴虫感染率也略有升高的趋势，但未见统计学差异，

这大概与滴虫较低的感染率有关。因此，对于滴虫感染是否有

季节性差异仍需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综上所述，阴道的正常生态平衡应受到关注，尽量排除降

低机体免疫力的因素和外周环境的易感因素，在易感季节更加

重视阴道周围环境的透气性，才能降低真菌和滴虫在阴道中的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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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内皮祖细胞预测重症急性胰腺炎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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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研究内皮祖细胞（ＥＰＣｓ）、Ｃ反应蛋白（ＣＲＰ）、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及白细胞（ＷＢＣ）五

项指标在急性胰腺炎（ＡＰ）患者及健康志愿者外周血中的分布水平。分析五项指标在重症型急性胰腺炎（ＳＡＰ）、轻症型急性胰腺

炎（ＭＡＰ）患者外周血中的水平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方法　采集６０例 ＡＰ患者（分为 ＭＡＰ组和ＳＡＰ组）及２０例健康志愿者

（对照组）的外周血。采用流式细胞术、ＥＬＩＳＡ、免疫比浊法等实验方法，检测了各组外周血中ＥＰＣｓ、ＣＲＰ、ＴＮＦα、ＦＩＢ及 ＷＢＣ五

项指标的水平，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相关分析对这五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评估。结果　ＴＮＦα、ＷＢＣ、ＦＩＢ及ＣＲＰ水平在对照

组、ＭＡＰ及ＳＡＰ组中，依次升高，具有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ＳＡＰ组的ＥＰＣｓ水平明显高于 ＭＡＰ组（犘＜０．０１），而在 ＭＡＰ组

与对照组间ＥＰＣｓ的水平没有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ＭＡＰ组及ＳＡＰ组外周血中，ＥＰＣｓ、ＴＮＦα、ＷＢＣ、ＦＩＢ及ＣＲＰ水平之间呈

正相关。结论　在五项指标中，ＥＰＣｓ和ＣＲＰ在ＡＰ早期预测ＳＡＰ最具有价值。ＥＰＣｓ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具有潜力的生物学指

标预测ＳＡＰ。

关键词：内皮祖细胞；　Ｃ反应蛋白质；　重症型急性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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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胰腺炎（ＡＰ）是一种常见的外科急腹症。临床将 ＡＰ

分为重症型急性胰腺炎（ＳＡＰ）和轻症型急性胰腺炎（ＭＡＰ）。

目前，ＡＰ的诊断及严重程度的评估，国内主要遵循２００４年

《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断指南标准》［１］。其实，ＡＰ的诊断主要还

是依据淀粉酶、ＣＴ分级及各项评分系统，虽然ＣＴ诊断为金标

准，但其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价格昂贵、行动不便者行ＣＴ

检查较为困难，且一些患者对造影剂过敏等原因，不能或不宜

在病程中进行反复检查。考虑到 ＭＡＰ与ＳＡＰ两种临床分型

与ＣＴ分级的对应性，且鉴于 ＭＡＰ与ＳＡＰ病理变化的不同，

笔者设想到一种与血管、坏死及炎症相关的新的实验室生物学

指标———内皮祖细胞（ＥＰＣｓ）。在 ＡＰ中，一旦内皮系统损害

诱导多种炎症介质释放诱发ＳＩＲＳ和 ＭＯＤＳ使 ＭＡＰ转化为

ＳＡＰ，ＥＰＣｓ的变化即可以在早期存在，提示检测ＥＰＣｓ可能在

早期对ＡＰ的严重程度及预后作出较好的评估。此外，在急性

胰腺炎中，激活的蛋白酶、中性粒细胞和炎症介质广泛地损害

内皮，最终导致内皮屏障功能紊乱，如毛细血管渗漏、凝血系统

激活等。这些变化增强了ＥＣｓ在炎症介质反应和继发性器官

损害中的关键性［２］。ＥＰＣｓ对ＥＣｓ的支持作用更表明了ＥＰＣｓ

在ＡＰ早期预测 ＡＰ严重程度及预后的重要意义。本研究探

讨了ＥＰＣｓ、Ｃ反应蛋白（ＣＲＰ）、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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