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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生殖道感染者支原体和衣原体联合检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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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解脲支原体"

:D

$和沙眼衣原体"

78

$感染与泌尿生殖道炎症之间的关系!了解感染人群

中性别%年龄的分布及支原体耐药谱&方法
!

分别采用支原体培养%金标法对
5/.

例患者的泌尿生殖道标本进行

:D

培养及
78

检测&结果
!

5/.

例患者中
:D

培养阳性者
,,-

例!阳性率
,.%".d

!女性阳性率为
&$%55d

"

$,.

'

/&$

$!显著高于男性阳性率
$/%".d

"

.5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78

检测阳性者
##5

例!阳性率

#,%.'d

#

:D

与
78

混合感染者
/'

例!阳性率
/%-#d

&支原体%衣原体感染以中青年"

$#

"

/'

岁$为主!占阳性患者

的
"-%'-d

&

"/%..d

"

$#.

'

,,-

$的患者有不同程度耐药&对支原体敏感的药物有交沙霉素%克拉霉素&结论
!

:D

%

78

感染与泌尿生殖道炎症发生有密切关系!监测支原体的耐药性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
:D

和
78

感染进行筛查和治疗!可降低泌尿生殖道感染的发生&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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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支原体$

:D

&和沙眼衣原体$

78

&是引起非淋菌性尿

道炎$

N9:

&的主要病原#是多种性传播疾病$

O86

&的病原菌#

具有很高的传播率和无症状率#可引起男性附睾炎-前列腺炎#

在女性可致输卵管炎和盆腔炎#从母体垂直传播至新生儿#可

导致新生儿的结膜炎和肺炎*近年来#泌尿生殖道感染已不局

限于淋球菌#由支原体-衣原体引起的生殖道感染普遍引起人

们的重视+

#

,

*本文旨在通过对
5/.

例疑为
N9:

患者分泌物

进行
:D

培养和药敏及
78

检测#了解本地区感染人群中性

别-年龄的分布#探讨其感染与耐药情况#为临床治疗用药提供

依据#从而达到降低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提高治愈率的目的*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5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就诊

的有尿痛-尿频-尿急和尿道浆液性或稀薄黏液脓性分泌物及

阴道分泌物增多-下腹部不适患者
5/.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5

"

"&

岁#平均
,,

岁%病程
#&G

至
$

年*所有患

者近
#&G

未用抗生素*

$%/

!

标本采集
!

用无菌棉拭子插入男性尿道
$

"

,K3

处旋转

,

"

&?

后取出%女性患者将棉拭子插入宫颈管内
#%'

"

#%&

K3

#旋转
#&

"

$'?

取出#标本放入培养基中送检*同样部位取

材进行
78

快速检测*

$%'

!

试剂
!

:D

培养和药敏检测采用郑州安图绿科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提供的集培养-药敏-鉴定及计数为一体的四盒一诊

断试剂盒%

78

检测采用上海凯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抗

原检测卡*

$%1

!

试验方法及鉴定标准
!

:D

培养-鉴定计数-药敏及
78

检测均严格按说明书操作并判读结果*

/

!

结
!!

果

/%$

!

:D

-

78

检测结果
!

5/.

例标本中
:D

培养阳性率

,.%".d

#其 中 女 性 阳 性 率 为
&$%55d

#显 著 高 于 男 性 的

$/%".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78

阳性率
#,%.'d

%

:D

与
78

混合感染率
/%-#d

#女性与男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

!

:D

-

78

感染与年龄关系
!

支原体-衣原体感染阳性患者

按年龄段进行构成分析*结果见表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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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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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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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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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 总检出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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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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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_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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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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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衣原体感染患者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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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D

阳性患者药敏试验结果
!

见表
,

*

表
,

!!

,,-

例
:D

阳性患者药敏试验结果)

+

&

d

'*

抗菌药物 敏感 中介 耐药

环酯红霉素
$5"

$

5/%5-

&

#$

$

,%&"

&

,.

$

##%&-

&

强力霉素
$.'

$

5"%'&

&

#,

$

,%5"

&

,/

$

#'%'.

&

交沙霉素
,#-

$

./%'-

&

.

$

$%"-

&

##

$

,%$"

&

甲砜霉素
$'$

$

&.%./

&

""

$

#.%&.

&

".

$

$'%/-

&

克拉霉素
$.5

$

55%/,

&

$"

$

-%-#

&

#,

$

,%5"

&

红霉素
&/

$

#"%',

&

55

$

$"%##

&

#.&

$

&-%5"

&

环丙沙星
#$#

$

,&%.#

&

-$

$

$#%,"

&

#//

$

/$%-,

&

罗红霉素
#&#

$

//%5#

&

//

$

#,%'&

&

#/$

$

/$%#/

&

可乐必妥
##"

$

,/%/$

&

--

$

$$%5&

&

#//

$

/$%-,

&

美满霉素
$".

$

-.%5$

&

$5

$

5%,#

&

/'

$

##%5-

&

阿奇霉素
#".

$

&'%#&

&

..

$

$.%,5

&

".

$

$'%/-

&

司帕沙星
$'.

$

"$%'$

&

/,

$

#$%-"

&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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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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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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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感染与性别的关系
!

:D

和
78

可寄居于人类泌

尿生殖道#是引起人类泌尿生殖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可引起

N9:

-慢性前列腺炎-男性不育-习惯性流产-宫颈炎-输卵管

炎等*本组
:D

阳性培养率为
,.%".d

#明显高于江涛等+

$

,报

道的
$-d

#与陈冬科等+

,

,报道的
/#%.d

基本接近*但女性培

养阳性率$

&$%55d

&明显高于男性$

$/%".d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原因是女性生理解剖较复杂造成支原体定殖机

会增加或由于部分女性仅有白带增多而未用或很少用药#导致

支原体分离的阳性率升高*女性患者
78

检出率$

#,%./d

&高

于男性患者$

#,%5&d

&*支原体和衣原体混合感染检出率女性

患者$

/%"&d

&低于男性患者$

/%-.d

&#这与文献+

,

,报道有一

定出入*可能与女性感染初期症状不明显未及时就诊#或因临

床未行仔细检查而漏诊#或部分女性患者是由配偶所传染#由

于种种原因#男方不愿告实情#使女方误认为是一般妇科病而

没有进行进一步检查*

'%/

!

:D

-

78

感染与年龄关系
!

本组
:D

和
78

阳性主要集中

在
$#

"

/'

岁*其发病符合性传播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与性

生活活跃-激素水平-阴道环境-社会因素等有关#感染人群中

女性感染率显著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

与文献+

/

,报道相符合*因此#加强对这部分人群的检查和治

疗将有助于控制疾病的蔓延*其次是
/#

"

&'

岁占
#/%,/d

#

感染率有逐年上升趋势#原因可能是这一部分人群正是事业有

成-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由于受西方0性开放1思想的影响

而盲目追求性享受而感染*同时这一年龄段也是离婚及婚外

恋高发年龄*所以在以后性传播疾病的防治工作中#还要加强

性道德和家庭健康道德的宣传*

'%'

!

78

与
:D

感染的药敏试验
!

近年来#

:D

感染不断增多#

滥用抗生素引起的耐药现象非常严重#为了合理-高效使用抗

生素#检测支原体的药物敏感性尤其重要*本组药敏试验结果

显示#

:D

的耐药率依次为!红霉素
&-%5"d

-环丙沙星与可乐

必妥
/$%-,d

-罗红霉素
/$%#/d

-司帕沙星
$&%$$d

-阿奇霉素

与甲砜霉素
$'%/-d

-美满霉素
##%5-d

-环酯红霉素
##%&-d

-

强力霉素
#'%'.d

-克拉霉素
,%5"d

-交沙霉素
,%$"d

*

:D

对

交沙霉素-克拉霉素-强力霉素最为敏感#敏感率分别为

./%'-d

-

55%/,d

-

5"%'&d

#可作为临床首选药物*而红霉素-

环丙沙星-可乐必妥-阿奇霉素由于临床应用较多-时间较长-

疗程不规范等造成耐药菌株出现#药物敏感率已较低*

,,-

例

:D

阳性标本中
$#.

例对
#$

种抗菌药物至少一种或一种以上

出现不同程度耐药#可见耐药现象相当广泛*其中耐
#

"

-

种

药物 依 次 是
&&

例 $

$&%##d

&-

&#

例 $

$,%$.d

&-

//

例

$

$'%'.d

&-

$.

例$

#,%$/d

&-

$'

例$

.%#,d

&-

#,

例$

&%./d

&-

-

例$

,%$'d

&*混合感染
/'

例#耐
&

"

-

种药物的
$-

例#占混合

感染的
"-%&'d

#混合感染药敏试验中仍以交沙霉素敏感率最

高#克拉霉素次之#提示治疗
:D

-

78

混合感染应首选交沙霉

素或克拉霉素#这与文献+

&!"

,报道相似#但与之不同的是本地

区
:D

对环丙沙星-阿奇霉素耐药严重#提示不同地区支原体

感染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有所不同*由于支原体的药敏谱在

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个体存在着差异#且与时效性及体外

培养条件密切相关*检测支原体的药物敏感性可作为临床用

药个体化的依据#但必须根据临床疗效适时调整方案#以取得

最佳疗效*推荐交沙霉素-克拉霉素-强力霉素可作为治疗支

原体的首选用药#同时建议在治疗前应尽可能做药敏试验#尽

量做到合理用药#及早彻底治愈患者#有效控制
:D

-

78

的感

染和耐药菌株的产生与流行#从而降低其发病率*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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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血样分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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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平行样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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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样品的本底值#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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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加标回收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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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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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考察了柱温对分离的影响#并

在不同柱温下#对和乙醇结构近似的常见低级醇类#如甲醇-异

丙醇-正丙醇-叔丁醇配制了混合溶液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

与乙醇最接近的峰为甲醇和异丙醇#因此以它们的分离情况作

为考察指标#温度越高#乙醇与甲醇-异丙醇保留时间越接近#

分离不好*进行多次研究发现#在作者设定的色谱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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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乙醇与甲醇和异丙醇的分离情况和峰形最好#其余物质#

如正丙醇-叔丁醇亦不会产生干扰#因此试验最后选定柱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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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标物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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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标法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操作条件

$如进样量的变化-色谱条件的微小变化&的变化所引起的误

差#特别是在样品前处理加入内标物#可部分补偿待测组分在

样品前处理过程中的损失*血中乙醇的测定#文献中多以叔丁

醇-异丙醇和正丙醇为内标物#本方法选择叔丁醇作为内标物#

在选定的色谱条件下#它能和待测组分及干扰成分达到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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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出现相应的色谱峰#而检材

中未出现相应的醇类色谱峰#可以认为检材中不含醇类#阴性

结果可靠*如果添加了乙醇的空白检材中未出现相应的色谱

峰#而检材中也未出现醇类色谱峰#属操作有误#阴性结果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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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的相对相差若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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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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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重新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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