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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细菌性阴道病"Ob#患者支原体的感染状况及药敏结果%为临床提供诊断和治疗依
据%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采用支原体分离培养药敏试剂盒对门诊就诊的 )%) 例Ob患者进行支原体的
分离培养和体外药敏分析& 结果!)%) 例Ob患者中解脲支原体"]?#检出率为 *)B#C%人型支原体"a>#和
]?混合感染检出率为 #B$C& 支原体对 &’ 种抗生素敏感性较高依次为!交沙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四环
素’克拉霉素’阿齐霉素& 结论!Ob患者支原体感染率较高%检出率达 )&B%C%主要以]?感染为主$a>对药
物敏感度影响较大$交沙霉素为支原体感染敏感度最高的药物$临床诊疗 Ob应进行支原体的检测及药敏分
析%合理应用抗生素&
!!"关键词#!细菌性阴道病$!支原体$!微生物敏感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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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阴道病"O/7IJ0;0/1b/3094=0=%Ob#是由于
大量致病性厌氧菌取代了正常乳酸杆菌%以致菌群
失调%是育龄妇女最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之一%最
初被称为非特异性阴道炎 " 949=LJ70K07N/3090I0=%
‘Pb#& S/;A9J;和c?RJ在 &%)) 年首先描述了本病

的临床特点和特征性的线索细胞"71?J7J11#%&%(*
年被命名为细菌性阴道病(&) & Ob属性传播疾病
"PHc#也可以通过非性行为方式传播& 许多文献已
报道了念珠菌’滴虫’衣原体@支原体’梅毒’淋病感
染%特别是合并感染%可导致育龄妇女发生盆腔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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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炎’不孕症等%孕产妇感染%还可引起宫内感染’
流产’早产’胎膜早破等%而且还易感染\Zb(’) %其原
因可能是宫颈炎对阴道内失调的菌群易感($) & 有
文献报道%不同病原体感染可增加 \Zb感染的危险
度大约 &B’ U(B* 倍& 临床治疗 Ob%检测病原体和
预防复发很重要& 为了了解Ob患者有关支原体的
感染情况以及其药物敏感情况%我们做了以下调查%
现报告如下&
@8对象与方法
@A@8研究对象8选自 ’""%-&" U’"&"-"% 在妇产科
门诊确诊为 Ob患者共 )%) 例%年龄最小 &( 岁%最
大 )& 岁%平均年龄 ’% 岁&
@AB8试剂与仪器8支原体"]?@a>#分离培养药敏
试剂盒%购自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AC8标本采集8采集宫颈分泌物%先用一支无菌棉
拭擦去宫颈口多余的黏液%再用另一支棉拭在宫颈
内 & U’ 7.处旋转并停留 &" U$" =%放入无菌试管
内%立即送检&
@AD8检测方法8支原体分离培养及药敏!严格按照
无菌操作%将采集的拭子插入培养瓶中%在靠近液面
上方的瓶壁挤压旋转数次%使样本渗入培养液中$充
分混匀培养基%取 &"" .1加入检测卡的各孔中%除
[-孔"空白孔#$各孔滴加 ’ 滴无菌矿物油%盖上检
测卡盖%置 $) U$F V孵育培养& 在 ’* > 和 *( > 分
别观察结果& 结果判断!"&#阴阳性结果判定标准!
黄色或橙色为阴性 " +#$清晰透明红色为阳性
" u#$混浊红色为污染"以上[-对照孔应阴性%若为
阳性说明试验无效#& "’#[u孔"对照孔#阴性"*(
>#%可报告无]?和a>生长& "$#[u孔阳性%应观
察和记录其余各孔的结果%判读标准见表 &&

表 &!支原体药敏试验结果判读标准

类!型 结果 判读

分离培养孔]?孔"u#]?!&"* 孔 ’* >"u#
检出解脲支原体阳性

"]?!&"* 7K?#

]?孔"u#]?!&"* 孔 *( >"u#
检出解脲支原体阳性

"]? D&"* 7K?#

]?孔"u#]?!&"* 孔 *( >"+#
检出解脲支原体阳性

"]? D&"* 7K?#

a>孔"u#]?!&"* 孔 *( >"u#
检出人型支原体阳性

"a>!&"* 7K?#

a>孔"u#]?!&"* 孔 *( >"+#
检出人型支原体阳性

"a> D&"* 7K?#

上孔"+#下孔"+#为敏感

药敏孔!! 每种药物设高"上孔#’
低"下孔#两个浓度 上孔"+#下孔"u#为中介

上孔"u#下孔"u#为耐药

B8结果
BA@8支原体检出结果8)%) 例Ob患者支原体检出
率为 )&B%C%以]?感染为主%其次为]? ua> 混合
感染%检出率分别为 *)B#C’#B$C& 见表 ’&

表 ’!)%) 例Ob患者支原体检出结果#C$

感染类型 检出病例 检出率"C#
]? ’F& *)B#

]? ua> $( #B$
合计 $"% )&B%

BAB8支原体阳性 Ob患者药敏试验结果!药敏结
果显示%对]? 感染药物敏感性较高的抗生素依次
为!交沙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四环素’克拉霉
素’阿齐霉素$在 ]? ua> 感染的药物敏感分析中%
克拉霉素和阿齐霉素耐药率高达 %*BFC& 此外%与
单纯]?感染相比%]? ua>感染的药物敏感试验中
除交沙霉素和强力霉素的耐药率变化不大外%其他
&" 种药物耐药率均有不同程度增高& 见表 $&

表 $!支原体阳性Ob患者药敏试验结果"’#C$%

感染类型 例数
四环素 左旋氧氟沙星 红霉素 交沙霉素

P Z E P Z E P Z E P Z E

]? ’F& ’’$"(’B$# &)")B)# $$"&’B’# #""’’B’# &*F")*B’# #*"’$B## &*")B’# )("’&B*# &%%"F$B*# ’#$"%FB"# *"&B)# *"&B)#

]?ua> $( ’#"#(B*# &"’B## &&"$"B"# *"&"B)# &&"’(B%# ’$"#"B#"# """B"# """B"# $("&""B"# $#"%*BF# ’")B$# """B"#

感染类型 例数
强力霉素 环丙霉素 氧氟沙星 美满霉素

P Z E P Z E P Z E P Z E

]? ’F& ’$%"((B’# &""$BF# ’’"(B&# *"&B)# ##"’*B*# ’"&"F*B&# $$"&’B’# &"("*"B"# &$""*FB(# ’’%"(*B)# ’""FB*# ’’"(B&#

]?ua> $( $*"%"B"# &"’B## $"FB*# """B"# *"&"B)# $*"(%B)# ’")B$# )"&$B’# $&"(&B)# $""F%B"# $"FB(# )"&$B’#

感染类型 例数
罗红霉素 阿齐霉素 克拉霉素 司马沙星

P Z E P Z E P Z E P Z E

]? ’F& &&’"*&B$# F%"’%B’# (""’%B)# ’&*"F%B"# $""&&B&# ’F"%B%# ’’""(&B’# ’)"%B’# ’#"%B## ##"’*B$# *)"&#B## &#"")%B&#

]?ua> $( *"&"B)# """B"# $*"(%B)# ’")B$# """B"# $#"%*BF# ’")B$# """B"# $#"%*BF# $"FB%# *"&"B)# $&"(&B##

!注!P"敏感#%Z"中介#%E"耐药#

*($)* [>09J=J_4?;9/14K‘JM[10907/1aJA0709J%_?9J’"&&%b41?.J*%‘?.2J;#!!

万方数据



C8讨论
在 )%) 例门诊确诊为 Ob的患者中%解脲支原

体"]?#检出率为 *)B#C%]? ua> 混合感染检出率
为 #B$C& 目前Ob的发病机理尚未探明%有报告认
为%当生殖道支原体浓度!&"* 77?@.T时"]? 因其
具有尿素酶%最适生长 L\值为 )B) U#B)#%有助于
加德纳菌生长%从而诱发 Ob发病(*) & 由表 ’ 我们
可以看出 Ob患者病原体感染以 ]? 为主%其次为
]? ua>& 由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支原体耐药性不
断升高%由表 $ 可见支原体对 &’ 种抗生素表现为不
同程度的耐药%其中对 ]? 敏感性较高的药物依次
为!交沙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四环素’克拉霉
素’阿齐霉素$在 ]? ua> 感染的药物敏感分析中%
克拉霉素和阿齐霉素耐药率高达 %*BFC& 此外%与
单纯]?感染相比%]? ua>感染的药物敏感试验中
除交沙霉素和强力霉素的耐药率变化不大外%其他
&" 种药物耐药率均有不同程度增高& 由此可见%a>
对药物敏感度的影响较大$交沙霉素对支原体感染
的药物敏感度最高()) &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治疗

Ob%避免抗生素的滥用%防止耐药菌株的产生%患者
有必要做支原体的检测及药敏分析& 临床诊疗应根
据不同的感染类型及药敏结果合理应用抗生素& 同
时因Ob复发率很高%预防复发成了治疗的关键%而
a>的影响机理以及 Ob复发与哪些因素有关有待
进一步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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