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

"

('.9

%#单独
>R>

检查阳性和
>R>

(

\IZ

检查均呈阴性

的患者分别为
-.

(

--

例'由此可见#

>R>

联合
\IZ

检查能明

显提高宫颈筛查的阳性率'本研究结果表
9

显示#

>R>

(

\IZ

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49-W

和
58469W

#高于

>R>

或
\IZ

单独检测#与国内报道较一致)

8&5

*

'

综上所述#

>R>

与
\IZ

联合检测能明显提高宫颈癌筛查

的阳性率#极大程度地降低漏诊率和误诊率#使患者得到及时

有效的治疗'因此#

>R>

(

\IZ

联合检测在宫颈癌筛查中应用

价值较大#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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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妇女生殖道支原体感染调查分析

杨
!

钢(

!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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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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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贵州安顺
67(...

&

'4

解放军第
--

医院检验科!贵州贵阳
66...: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该地区妊娠妇女生殖道支原体的感染情况及耐药性$方法
!

采用支原体培养及药敏实验一体化试剂盒!

对
98:

例妊娠妇女生殖道标本进行支原体培养鉴定及药敏实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98:

例妊娠妇女生殖道支原体

感染率为
'-4.W

!其中单纯解脲脲原体"

0B

#感染占
584:W

!单纯人型支原体"

)C

#感染占
646W

!

0B

合并
)C

感染占
747W

$药

敏实验结果表明!支原体对交沙霉素%强力霉素及美满霉素的耐药率较低!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及司帕沙星的耐药

率较高$结论
!

该地区妊娠妇女生殖道支原体感染以单纯
0B

感染为主!且对多种抗菌药物具有不同程度的耐药性!应根据药敏

实验检测结果合理用药$

关键词"妊娠妇女&

!

生殖道&

!

支原体&

!

耐药性

!"#

!

(.49:7:

"

;

4"<<=4(789&-(9.4'.(64'(4.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89&-(9.

"

'.(6

#

'(&9'.:&.'

!!

支原体是一类形态呈高度多形性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主

要寄居于泌尿生殖道黏膜#感染人体后可导致多种疾病#如非

淋菌性尿道炎(不育不孕(慢性前列腺炎(输卵管炎(阴道炎及

盆腔炎等#是临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病原体之一)

(

*

'本研究通

过分析了
98:

例妊娠妇女生殖道标本支原体培养及药敏实验

结果#旨在了解本地区妊娠妇女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及耐药情

况#为妊娠妇女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现

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4A

!

一般资料
!

'.(9

年
6

月至
'.(-

年
7

月在服务站接受计

划生育生殖健康检查的妊娠妇女
98:

例#年龄
(:

!

98

岁#平均

$

'546e-4:

%岁'

A4B

!

方法

A4B4A

!

标本采集
!

由妇科医生在妊娠妇女接受生殖健康检查

时采集生殖道分泌物标本'将无菌棉拭子插入受检者宫颈口

内
(4.3!

处#转动一周并停留数秒钟后取出&将棉拭子置于无

菌试管中#密闭保存并立即送检'

A4B4B

!

支原体鉴定及药敏实验检测
!

采用珠海迪尔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解脲脲原体$

0B

%和人型支原体$

)C

%培养鉴定(药敏

实验一体化试剂盒#对标本进行支原体培养及药敏实验检测'

试验操作步骤及结果判读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所有

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A4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E?<?F+QP3*A'..8

软件记录原始

数据及计算耐药率'

B

!

结
!!

果

B4A

!

支原体培养检测结果
!

98:

例妊娠妇女中#检出支原体

培养阳性
:(

例#感染率为
'-4.W

#其中单纯
0B

感染占
584:W

$

5.

"

:(

%#单纯
)C

感染占
646W

$

6

"

:(

%#

0B

合并
)C

感染占

747W

$

7

"

:(

%'

B4B

!

支原体药敏实验检测结果
!

检出的支原体对
('

种常用

抗菌药物呈不同程度的耐药性#其中对交沙霉素(强力霉素及

美满霉素的耐药率小于
'.4.W

#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氧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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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沙星及司帕沙星的耐药率大于
8.4.W

'妊娠妇女感染支原

体药敏实验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妊娠妇女感染支原体药敏实验检测结果&

'

$

W

%'

抗菌药物
单纯

0B

感染

$

'[5.

%

单纯
)C

感染

$

'[6

%

0B

合并
)C

感染

$

'[7

%

环丙沙星
7:

$

5749

%

6

$

(..4.

%

7

$

(..4.

%

左氧氟沙星
7(

$

8749

%

-

$

5.4.

%

7

$

(..4.

%

氧氟沙星
7(

$

8749

%

-

$

5.4.

%

7

$

(..4.

%

司帕沙星
7.

$

864.

%

-

$

5.4.

%

7

$

(..4.

%

红霉素
-(

$

6(49

%

-

$

5.4.

%

6

$

5949

%

阿奇霉素
9'

$

-.4.

%

9

$

7.4.

%

-

$

7748

%

罗红霉素
9(

$

9545

%

9

$

7.4.

%

-

$

7748

%

克拉霉素
(-

$

(846

%

'

$

-.4.

%

9

$

6.4.

%

四环素
((

$

(945

%

'

$

-.4.

%

9

$

6.4.

%

美满霉素
8

$

545

%

.

$

.4.

%

(

$

(748

%

强力霉素
6

$

749

%

.

$

.4.

%

(

$

(748

%

交沙霉素
'

$

'46

%

.

$

.4.

%

.

$

.4.

%

C

!

讨
!!

论

支原体可作为正常菌群定植于女性泌尿生殖道#一般情况

下不致病#但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或泌尿生殖道微环境发生改变

时#能引起泌尿生殖道感染#是女性生殖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

之一#也是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的主要病因)

'

*

'当前#国内人

群支原体感染率已超过淋球菌#成为性传播疾病的主要病原

体'近年来#在抗菌药物滥用等因素的影响下#支原体耐药株

日益增多#导致支原体感染久治不愈及反复发作的病例不断出

现#严重影响女性人群的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

9

*

'

妊娠妇女作为一类特殊人群#支原体感染问题更需引起关

注'有研究表明#支原体感染与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

-&6

*

'

孕期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可导致自然流产(早产(产后子宫内膜

炎等明显不良后果&一旦发生母婴垂直传播#则可引起新生儿

体质量降低(眼结膜炎及新生儿肺炎等'因此#支原体感染对

母婴的危害性均较大'本研究结果显示#本地区妊娠妇女生殖

道支原体感染率为
'-4.W

#高于曾义斌等)

7

*报道的上海地区

(9497W

的感染率'在
:(

例支原体培养阳性标本中#单纯
0B

感染占
584:W

#单纯
)C

感染占
646W

#

0B

合并
)C

混合感染

占
747W

#提示本地区妊娠妇女生殖道支原体感染以单纯
0B

感染为主#与类似研究报道一致)

8

*

'

支原体缺乏细胞壁#对青霉素(头孢类等
'

&

内酰胺类抗菌

药物天然耐药'因此#临床主要采用干扰蛋白质合成的药物治

疗支原体感染#常用药物包括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及喹诺酮

类药物)

5

*

'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抗菌药物使用习惯#因此支原

体对不同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中的药敏

实验检测结果显示#支原体对交沙霉素(强力霉素及美满霉素

的耐药率低于
'.4.W

#是可用于治疗支原体感染的有效药物&

对常用的喹诺酮类药物#如环丙沙星(左旋氧氟沙星(氧氟沙

星(司帕沙星#及大环内酯类药物#如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

素等的耐药率却较高#说明上述药物已不宜作为支原体感染的

经验治疗用药'此外#单纯
0B

感染(单纯
)C

感染(

0B

合并

)C

感染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有所不同#单纯
0B

感染对抗菌

药物的耐药率相对较低#而单纯
)C

感染及
0B

合并
)C

混合

感染的耐药率较高#除交沙霉素(强力霉素及美满霉素外#单纯

)C

感染及
0B

合并
)C

混合感染对其他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明

显高于单纯
0B

感染'但限于本研究中单纯
)C

感染及
0B

合

并
)C

感染患者样本量较少#代表性较低#需后期大样本量研

究的验证'

支原体感染患者的临床症状无特异性#与其他妇科感染性

疾病的临床症状相似#易被忽视而未能及时进行针对性的有效

治疗'因此#有必要对妊娠妇女进行支原体检测'对于罹患支

原体感染的妊娠妇女#在治疗药物选择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大

环内酯类抗菌药物$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等%是治疗妊

娠妇女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的常用药物#但本研究结果显示支原

体对此类药物的耐药率均较高'因此#应尽早对妊娠妇女进行

支原体培养及药敏实验检测#根据药敏实验结果选用敏感性

高(危险程度较低的抗菌药物合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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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与统计量

描述总体特征的数值为参数#通常是未知的#一般用希腊字母表示#如
!

(

"

(

#

等'描述样本特征的数值为统计量#是已

知的或可计算获得的#用英文字母表述#如
+

(

B

等'从总体中随机抽样可获得样本#以样本为基础(通过统计推断$参数估

计(假设检验%可获得对总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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