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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首诊女性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进行临床分析!了解某院女性阴道微生态状况%方法
!

回顾
1%$1

年

$

%

$1

月
12''

例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结果!分析不同年龄及季节阴道分泌物病原微生物感染情况以及细菌性阴道病"

:]

$快速

检测法的诊断价值%结果
!

低清洁度标本"

*

=

.

$检出率较高!特异性病原中真菌检出率较高!病原菌中革兰阴'阳性短杆菌检

出率最高%低清洁度标本检出率在小于或等于
1%

岁年龄组及冬季最高"

/$&'Y

!

-'&%Y

$!真菌检出率在
1$

%

'%

岁年龄组及夏季

最高"

1'&(Y

!

1'&%Y

$!革兰阴'阳性短杆菌检出率在
'$

%

0%

岁年龄组及冬季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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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诊断"

:]

:3hK@B

$检测法与金标准符合率为
/-&2Y

!其灵敏度为
/%&%Y

&特异度为
(%&%Y

%结论
!

该院女性阴道炎在年轻人群及冬季

发病率较高!真菌及革兰阴'阳性短杆菌是主要的致病原%

:]:3hK@B

检测法可辅助临床快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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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甄别假阴性'假阳

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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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女性阴道内存在多种正常微生物#它们与机体构成了

动态的阴道微生态平衡'

$

(

*当外界病原体入侵或自身免疫力

下降而使阴道发生炎症时#阴道分泌物的性状及内容物会有所

变化#因此检查阴道分泌物可对局部感染情况进行探查#可为

女性阴道炎症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依据'

1

(

*为了解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女性阴道微生态状况#本研究对
12''

例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连续纳入
1%$1

年
$

%

$1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大学城医院妇产科及体检中心行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的

首诊人员
12''

例#年龄
$$

%

/-

岁#其中
$)%

例为疑似细菌性

阴道病$

JNPIHG#N>MN

;

#,"+#+

#

:]

&患者或要求检测
:]

体检人

员*检查时为非月经期#采集标本前
0/9

内禁止性交)盆浴)

阴道灌洗及局部用药*以
7<+H>

临床诊断标准作为诊断
:]

的金标准'

'

(

*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用无菌棉签在阴道壁下
$

"

'

处取分泌物#

避免接触到外阴部和阴道口'

'

(

#尚无性生活者取其阴道口分泌

物#将标本涂片连同采样棉签立即送检*

?&@&@

!

革兰染色法检查
!

将涂片按染液说明书进行染色#根

据油镜下细菌染色阴阳性及形态报告细菌感染情况#若查见表

面附着有大量短杆菌的鳞状上皮细胞#并且其表面粗糙)有斑

点或大量细小颗粒)细胞边缘不齐#则报线索细胞阳性#若查见

菌丝和$或&孢子#则报告真菌阳性'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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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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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00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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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A

!

湿片法检查
!

用采样棉签制得湿片#根据表
$

划分清

洁度'

2

(

*若镜下可见梨形)有前后鞭毛并原地打转的虫体#则

报告阴道毛滴虫阳性*

表
$

!!

阴道分泌物清洁度判断标准

清洁度 杆菌 球菌 白细胞或脓细胞$个"
Z4E

& 上皮细胞

)

多
X %

%

2

满视野

+

中 少
2

%

$2 $

"

1

视野

*

少 多
$2

%

'%

少量

.

X

大量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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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表示此项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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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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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

将采样棉签按说

明书操作#观察检测液及棉签颜色的变化#若为黄色#报告阴

性%若为绿色或蓝色#则为阳性*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455$'&%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

!

1 检验比较不同清洁度)不同感染病原之间的差异及年龄)季

节对清洁度及感染病原的影响*采用
!

1 检验评价
:]

:3hK@B

检测法与金标准的差异#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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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检验结果
!

清洁度
)

度标本检出率为
%&0Y

#

+

度

标本
'0&$Y

#

*

度标本
00&-Y

#

.

度标本
1%&/Y

#低清洁度标

本$

*

=

.

&检出率远高于
)

=

+

度#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2

&*特异性病原检出率为
$)&/Y

#其中阴道毛滴虫

%&0Y

)真菌
$)&'Y

#后者检出率显著高于前者$

!

$

%&%2

&*病

原菌检出率为
1/&-Y

#其中革兰阳性球菌
'&)Y

#革兰阴性杆

菌
'&(Y

#革兰阴"阳性短杆菌
$/&0Y

#革兰阴性球菌
%&'Y

#

革兰阳性球菌合并革兰阴性杆菌
%&-Y

#短杆菌合并革兰阳性

球菌
$&/Y

#革兰阴"阳性短杆菌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细菌

$

!

$

%&%2

&*单纯清洁度异常而未检出病原微生物的标本共

)-1

例*

@&@

!

不同年龄段检验结果
!

低清洁度$

*

=

.

&检出率在小于

或等于
1%

岁年龄段最高)在大于或等于
2$

岁年龄段最低

$

!

$

%&%2

&%真菌检出率在
1$

%

'%

岁年龄段最高)在大于或等

于
2$

岁年龄段最低$

!

$

%&%2

&*革兰阴"阳性短杆菌检出率

在
'$

%

0%

岁年龄段最高)在大于或等于
2$

岁年龄段最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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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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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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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检验结果
!

低清洁度$

*

=

.

度&的检出率在冬

季最高)秋季最低$

!

$

%&%2

&%真菌检出率在夏季最高)秋季最

低$

!

$

%&%2

&*革兰阴"阳性短杆菌检出率在冬季最高)秋季

最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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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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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女性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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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女性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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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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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法
7<+H>

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0-

阴性
( $%0 $$'

合计
02 $$2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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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

:]:3hK@B

检测法与
7<.

+H>

法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

j%&%2

#

!

%

%&%2

&#见表

0

*两者总符合率为
/-&2Y

#

:]:3hK@B

检测法的灵敏度为

/%&%Y

#特异度为
(%&%Y

*

A

!

讨
!!

论

阴道分泌物检查是妇科常规的诊疗手段'

-

(

#湿片法有利于

观察到活动的阴道毛滴虫#但难以明确细菌的形态及属性#并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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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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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且如果真菌数量较少#采用该法观察真菌也有一定难度#而革

兰染色法则相反#可以对细菌及真菌进行染色检查#但不能观

察到动态的滴虫#这两种方法各有特点)可互为补充'

/.(

(

*划分

阴道清洁度是对女性阴道炎症情况的综合评估#临床上一般认

为
)

)

+

度为正常#

*

)

.

度为异常'

$%

(

*本研究显示#小于
1%

岁年龄段低清洁度$

*

=

.

&率较高#

1$

%

'%

岁年龄段真菌检

出率较高#

'$

%

0%

岁年龄段病原菌检出率较高#而大于或等于

2$

岁年龄段的低清洁度率)特异性病原及病原菌检出率均最

低#这可能与育龄期妇女性生活相对活跃)避孕措施不当)不洁

性行为及性行为低龄化等因素有关#而随着女性卫生保健意识

的增强及生活质量与卫生习惯的改善#加之性生活频度随年龄

增大而相对减低#感染各类病原的概率将相对减少*本研究显

示#阴道清洁度及病原检出情况在不同季节有显著性差异#其

中夏季)冬季阴道分泌物低清洁度$

*

=

.

&率较高#特异性病

原夏季检出率较高而病原菌冬季检出率最高*重庆地处四川

盆地)两江交汇处#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夏季酷暑而冬季

湿寒#本研究数据显示夏冬两季本地女性阴道炎症发生率较

高#可能与本地气候及人们生活习惯有关*

在低清洁度标本中常可查见致病原#但亦有单纯清洁度异

常而未检出病原微生物的情况#本研究共检出该类标本
)-1

例

$占清洁度异常总数的
0%&2Y

&*对于该类患者#除了应告知

其加强自身卫生和定期复查#同时还应建议其进一步查找病

因#如患者是否有糖尿病#是否存在支原体)衣原体及人乳头瘤

病毒的感染等#以便对症治疗#提高治愈率'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真菌检出率以
1$

%

'%

岁年龄段最高#小

于或等于
1%

岁年龄段次之#而大于或等于
2$

岁年龄段检出率

最低#提示本地区年轻女性为真菌性阴道炎的高发人群*此

外#数据显示真菌性阴道炎夏季发病率显著高于其他季节#这

可能与本地夏季气候温热潮湿而适合霉菌的生长繁殖有关*

近年来#真菌性阴道炎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已成为困扰和危害

女性身心健康的重要妇科疾病'

$1

(

*真菌性阴道炎发病率增高

还可能与糖尿病及免疫抑制剂)广谱抗菌药物)糖皮质激素等

药物的滥用密切相关'

$'

(

*

传统的
:]

诊断方法
7<+H>

法包括
0

项标准$即稀薄均质

的阴道分泌物#黏附于阴道壁但易擦%阴道
L

Z

%

0&-

%氨气味

试验阳性%查见线索细胞&#有其中的
'

项$线索细胞为必备项

目&即可诊断
:]

'

)

(

*但线索细胞的识别受到采样质量)显微

镜状况及检验者经验等因素影响#可能出现结果与临床不符或

者发生漏诊#而非感染因素如性交后采样)月经后或者样本混

入宫颈黏液时#也会导致阴道
L

Z

值升高*氨气味试验的鉴别

更具有主观性#兼之其操作较繁琐#因此限制了该法在临床上

的广泛应用'

$0

(

*

:]

快速检测法操作简便)快速#颜色变化易

于判读#但因其检测的是唾液酸酶#如致病菌不产唾液酸酶或

产酶量少而可使检测假阴性#而肿瘤细胞中唾液酸酶活性增

强#生殖道肿瘤可使检测假阳性'

$2

(

*本研究结果显示#这两种

方法总符合率为
/-&2Y

#有
(

例假阴性)

$$

例假阳性#假阴性

结果可能是由于标本所含病菌不产唾液酸酶或产酶量少#假阳

性病例中有
2

例为宫颈肿瘤)

)

例查见了大量短杆菌但未见线

索细胞*因此#采用
:]:3hK@B

法检测
:]

疑似标本#可以

较快速准确地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但在检验过程中应正确评

估可能的假阴性)假阳性结果#以免漏诊"误诊*

综上所述#阴道分泌物检查是妇科简单而常用的诊断方

法#对女性生殖系统感染的诊疗具有积极意义*女性在开始性

生活后#罹患妇科炎症的概率增加#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卫生保

健知识的宣传教育#避免不洁性行为#不乱用广谱抗菌药物#应

定期进行体检#以便对阴道炎症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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