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的措施*妊娠中期若胎膜未破时出现羊水过少或无羊水#应

鉴别有无畸形或胎儿发育迟缓#特别是羊水急剧减少的
G)

周

以后阶段#如发现羊水进行性减少#应测定
P#K

)胎盘功能及胎

儿双顶径#特别是胎盘成熟度已达
)#(

级时#胎儿双顶径不

再增大#而羊水总量迅速减少#更应加强胎心监测*本组
>

超

所测羊水量与实际羊水量的符合率为
HGY

#因此#除对临床
>

超检查应加强重视外#还需采用胎心监护)胎盘功能测定)羊膜

镜等综合监护措施#必要时应及时行剖宫产终止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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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对细菌性阴道病检测的影响

王治伟!冼中任!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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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蓝惠森!詹铀超"广州医学院港湾医院
!

A%)O))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取材标本位置对细菌性阴道病"

>̂

#检测的影响%方法
!

对已确诊
>̂

患者进行不同部

位取材!观察其检出率%结果
!

阴道分泌物对
>̂

患者检出率为
F(Y

!宫颈分泌物对
>̂

患者检出率为
MGY

%

结论
!

为提高检测率!应尽可能取阴道分泌物检测
>̂

!尽量避免标本混有宫颈分泌物%

!关键词"

!

细菌性阴道病&

!

阴道分泌物&

!

宫颈分泌物

IJK

!

%)DLFM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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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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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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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MLF$)(

!!

细菌性阴道病&

:7*=2,/73Q7

@

/.-</<

#

>̂

'是育龄妇女最常

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感染率在
%AY

#

A)Y

+

%$L

,

#患者数高于

滴虫性阴道炎和霉菌性阴道炎#易复发+

G

,

*

P0<23

法是诊断

>̂

的0金标准1

+

A

,

#由于
P0<23

法诊断有
S

]

指标#当一些与感

染无关的因素正常阴道菌群的妇女在性交后或在月经期也有

阴道
S

]

值升高现象#所以
P0<23

法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唾液

酸酶法&

>352

法'主要利用阴道加德纳菌&

"7,4.2,2337Q7

@

/.7$

3/<

#

"̂

'与普雷沃菌属能产生唾液酸酶#从而与试剂盒中的底

物发生反应从而产生颜色以判断阴阳性#此方法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分别达
FADMY

和
FMDLY

#阳性和阴性的预期值也分别为

FADMY

和
FMDGY

+

M

,

#并且操作简单方便#得到临床的广泛应

用*唾液酸酶法要求采集患者阴道侧壁后穹窿分泌物检测#但

有时候临床因操作不慎#采集阴道分泌物时会混有宫颈分泌

物#可能影响结果的判断*本文旨在探讨该法阴道分泌物与宫

颈分泌物不同部位取材对
>̂

检测结果的影响*

D

!

资料与方法

DDD

!

研究对象
!

患者来自本院妇科门诊*包括健康者
()

例#

年龄
()

#

LA

岁#

>̂

患者
A)

例#年龄
(%

#

GL

岁*入选对象标

准!&

%

'

(

周内无全身应用抗生素及阴道局部用药史(&

(

'

L4

内无性生活史*

按
P0<23

法确诊
>̂

患者#判断标准为&

%

'阴道分泌物稀

薄奶样(&

(

'阴道
S

]

%

GD%A

(&

L

'胺试验阳性(&

G

'线索细胞阳

性*以上
G

项有
L

项阳性即为
>̂

阳性+

O

,

*

DDE

!

试剂
!

>̂

试剂由广州市泉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

DDF

!

研究方法

DDFDD

!

标本采集
!

外阴消毒后将无菌生理盐水浸湿的棉拭子

一根于阴道后穹隆取材#停留
L)<

#并尽可能多地收集阴道分

泌物(另一根于接近宫颈处取材#立即送检*

DDFDE

!

标本检测
!

将采集到的
(

根棉拭子分别按照检测试剂

盒使用说明书置检测管溶液中#轻轻搅动混匀#使分泌物尽量

流入反应液中#分别按要求滴加试剂
P

和试剂
>

#反应
%)0/.

#

立即观察颜色#显蓝色#为阳性(不变色)黄色或绿色为阴性#记

录结果*

E

!

结
!!

果

()

例健康女性及
M)

例
>̂

患者的阴道分泌物与宫颈分泌

物标本作对比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唾液酸酶法阴道分泌物与宫颈分泌物

!!!

对
>̂

检测结果比较

标本类别
阳性

健康者
>̂

患者

阴性

健康者
>̂

患者
检出率 误诊率

阴道分泌物
) AM () G FLDLY MDOY

宫颈分泌物
) LH () (( MLDLY LMDOY

由表
%

可以看出#阴道分泌物标本检出率为
FLDLY

#稍低

于该方法灵敏度&

FADMY

'*对健康者的检测不影响#宫颈分泌

物对健康者检测也不致假阳性#但对
>̂

患者的检出率就明显

降低&

MGY

'#难以满足临床要求*

F

!

讨
!!

论

>̂

主要是由于阴道正常菌群减少#加德纳菌属&

"7,4$

.2,2337<

SS

'以及厌氧菌如类杆菌属&

>7*=2,-/42<<

SS

')普雷沃

菌属&

C,2Q-=2337<

SS

')动弯杆菌属&

8-:/35.*5<<

SS

'等微生物

过度生长#导致阴道微生态改变#从而导致的一类多微生物感

染性疾病所致的临床症候群*而本文中的唾液酸酶法&

>352

法'正是利用病原菌产生的唾液酸酶与试剂盒中一种蛋白水解

酶发生颜色反应的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反应物加显色剂即可出

现颜色变化&黄色变为绿色或蓝色'从而诊断
>̂

*本文中的

健康对照者由于阴道分泌物和宫颈分泌物均没相应病原菌产

生的唾液酸酶#所以都呈阴性变化*对
>̂

患者#由于宫颈部

致病菌属少#所产生的唾液酸酶也少#以致检出率低#但也提示

宫颈位置能检出
>̂

*报道称
>̂

可能与输卵管炎)盆腔炎)宫

外孕)不孕症)泌尿系感染)术后感染及妇科肿瘤等疾病有

-

FLM(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O

卷第
(L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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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H$F

,

#所以为了准确)及早检查发现
>̂

#本文建议采集标本

时应尽可能避开宫颈分泌物而采取阴道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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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育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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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检测结果分析

姚叶林!何英爱"广东省东莞市石龙人民医院检验科
!

A(LL(M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育龄妇女
!JB']

感染的状况及意义%方法
!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9K&P

#对
((GF

例育龄妇女进行血清
!JB']$K

@

8

和
!JB']$K

@

"

检测%结果
!

((GF

例育龄妇女中
!JB']$K

@

8

阳性为
ML

例!

总阳性率为
(DHY

%其中
!JB']

是弓形虫"

!Jg

#$风疹病毒"

B̂

#$巨细胞病毒"

'8^

#和单纯疱疹病毒"

]&̂ $

)

$

'

型#

K

@

8

阳性率分别为
)D(OY

"

M

(

((GF

#$

)DMAY

"

%G

(

((GF

#$

%D%MY

"

(A

(

((GF

#$

)DHLY

"

%H

(

((GF

#&

K

@

"

阳性率分

别为
GDLY

"

FM

(

((GF

#$

OGDAY

"

%MOM

(

((GF

#$

F%D(Y

"

()A%

(

((GF

#和
ADMY

"

%(M

(

((GF

#%结论
!

育龄期妇女进行

!JB']$K

@

8

和
!JB']$K

@

"

检测!时间应在孕前期和孕早期检测!这样可降低和中止缺陷儿的出生%

!关键词"

!

育龄妇女&

!

弓形虫&

!

风疹病毒&

!

巨细胞病毒

IJ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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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

是弓形虫&

!Jg

')风疹病毒&

B̂

')巨细胞病毒

&

'8^

'和单纯疱疹病毒&

]&̂ $

)

)

'

型'的总称*这些病原体

可通过胎盘屏障传播给胎儿#导致流产)早产)胎儿中枢神经发

育迟缓)畸形及死胎等#在围生医学中称为0

!JB']

综合征1*

为了解东莞地区育龄妇女中
!JB']

的感染情况#以便在孕

前和孕期向育龄妇女提出正确的建议#保证母婴健康#对本地

区
((GF

例育龄妇女进行了
!JB']

抗体水平测定#结果报道

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DD

!

研究对象
!

((GF

例育龄妇女血清标本取自于
())H

年

%)

月至
())F

年
%)

月来本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育龄妇女*常

规采静脉血
L

#

G09

分离血清于
d()Z

冰箱贮存备用*

DDE

!

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9K&P

'#对
((GF

例标

本进行
!JB']$K

@

8

和
!JB']$K

@

"

检测*所用试剂德国维

润赛润研发有限公司提供#在有效期内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操作*

E

!

结
!!

果

W9K&P

检测
((GF

例育龄妇女血清
!JB']

抗体任意一

项病原
K

@

8

阳性者
ML

例#其中
!Jg

)

B̂

)

'8^

)

]&̂ K

@

8

阳

性率分别为
)D(OY

&

M

"

((GF

')

)DMAY

&

%G

"

((GF

')

%D%MY

&

(A

"

((GF

')

)DHLY

&

%H

"

((GF

'(

K

@

"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GDLY

&

FM

"

((GF

')

OGDAY

&

%MOM

"

((GF

')

F%D(Y

&

()A%

"

((GF

'和

ADMY

&

%(M

"

((GF

'#见表
%

*

表
%

!

((GF

例育龄妇女
!JB']

感染情况

病原
!JB']$K

@

8

阳性例数 阳性率
Y

!JB']$K

@

"

阳性例数 阳性率
Y

!Jg M )D(O FM GDL

B̂ %G )DMA %MOM OGDA

'8^ (A %D%M ()A% F%D(

]&̂ %H )DHL %(M ADM

F

!

讨
!!

论

育龄妇女
!JB']

感染是高危妊娠的重要因素之一#尤

其在孕早期感染是造成胎儿畸形或多发畸形的重要原因之一*

!JB']

感染后#

K

@

8

抗体早于
K

@

"

抗体出现#但存在时间短#

一个月后逐渐转阴#

K

@

"

抗体比
K

@

8

抗体出现稍晚#抗体浓度

可逐渐上升#

%

#

(

个月达到高峰#以后逐渐下降#可维持终生*

K

@

8

检测阳性结果可作为近期感染的依据#

K

@

"

抗体阳性则为

既往感染的依据*本研究采用
W9K&P

法#对
((GF

例育龄妇

女进行
!JB']$K

@

8

检测#总感染率为
(DHY

*比倪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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