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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临床凝血功能检查的必查项目之一#取代了原有

不敏感的出凝血时间检查#而成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肝病,凝

血因子的缺乏或减少及手术患者出血倾向评估的有效手段)

/-,,

测定是内源性凝血系统较敏感和常用的筛选试验#

也可作为内源性途径凝血因子的定量试验#它可以检测除
)

因

子以外的其他血浆凝血因子#特别是用于因子
,

,

-

,

1

,

2

和

前激肽释放酶的测定(同时#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中#

/-,,

测

定可用于肝素治疗监控)

半自动血凝仪测定
/-,,

的主要原理是在待测血浆中加

入部分凝血活酶溶液#在
*F

#̀ 参与下纤维蛋白原转变为不溶

性纤维蛋白#测定凝固所需时间#记为待测血浆
/-,,

值)从

表
$

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两种加样顺序最后所测血浆
/-,,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7

%#主要因为待测血浆与鞣花酸

试剂加入后#在加热孔中
%3Q

孵育的
7=BC

#恒温条件下充分

的孵育时间使得两者更加均匀的混合在一起#基本抵消了加样

顺序带来的不利影响#较好地保证了结果一致性#因此两种方

法都可行)不过从直方图可以看出#按照说明书严格操作的结

果$

/

组值%#其数据分布似乎更加符合正态分布曲线#这也提

示检验工作者在日常的工作中应牢固树立标准化程序操作意

识#不能只图方便快捷#而忽略了检验结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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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

例泌尿生殖道支原体培养及耐药性分析

马华兰"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检验科
!

"&6&&&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重庆市黔江区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解脲脲原体"

SH

#和人型支原体"

T?

#的检出率及其耐

药状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6

月重庆黔江中心医院
!&$

例泌尿生殖系感

染患者进行支原体培养鉴定以及药物敏感性试验!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

例患者中!支原体阳性有
#7!

例

"

"#2!4

#!其中
SH

阳性
$35

例"

#6234

#!

T?

阳性
$3

例"

#254

#!

SH

与
T?

混合感染
!$

例"

$&2$4

#%药敏结果显

示!支原体对强力霉素$美满霉素$交沙霉素敏感率较高!分别为
5!2%4

$

57274

$

!!254

'对喹诺酮类抗生素左氧氟

沙星$加替沙星$环丙沙星的敏感率较低!分别为
#$264

$

$!234

$

62"4

%结论
!

临床引起的泌尿生殖道感染支原

体主要是
SH

!显著高于
T?

且耐药率较高!加强支原体药敏检测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关键词#

!

生殖道'

!

支原体感染'

!

耐药性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16"77

"

#&$#

#

&31&5%#1&#

!!

解脲脲原体$

SH

%和人型支原体$

T?

%为泌尿生殖道主要

致病支原体#

SH

与女性生殖健康关系最为密切#

SH

可引起泌

尿生殖道感染#并被认为是非淋球菌性尿道炎中仅次于衣原体

$占
7&2&4

%的重要病原体)由于
5&4

孕妇的生殖道内带有

SH

#因此可通过胎盘感染胎儿而导致早产,死胎#或在分娩时

感染新生儿#引起呼吸道感染)此外#

SH

还可引起不孕症)近

年来支原体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对抗生素耐药率逐年增

多)本文对本院送检
!&$

例标本
SH

和
T?

培养及耐药性进

行分析#以了解本地区
SH

和
T?

感染状况#为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实验室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6

月本院泌尿科,妇产

科门诊及住院送检
!&$

例标本#年龄
$5

!

!&

岁)

$2/

!

标本采集
!

男性用无菌拭子取尿道分泌物及前列腺液#

女性用无菌拭子取阴道分泌物)

$2'

!

试剂
!

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试剂盒#由珠海丽珠试剂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该试剂盒集培养,鉴定,计数,药敏于一

体#有高,低两种浓度
$#

种抗生素#分别是!罗红霉素$

R_e

%,

阿奇霉素$

/k+

%,交沙霉素$

_̂O

%,左氧氟沙星$

*R/

%,加替沙

星$

Y/,

%,环脂红霉素$

M**

%,强力霉素$

[_e

%,美满霉素

$

T+U

%,克拉霉素$

*N/

%,环丙沙星$

*-V

%,甲砜霉素$

,'+

%,

红霉素$

MRZ

%)

$21

!

方法
!

严格按照试剂盒操作说明书进行)

$22

!

结果判断
!

将培养瓶与药敏试剂条同时在
%7

!

%3Q

恒

温培养箱内孵育#

#"?

记录结果#当培养瓶,阳性对照,

SH

孔

药敏试剂孔同时变红#阴性对照未变色#判断有
SH

生长)

"5?

后观察
T?

孔变红#判断有人型支原体生长)药敏结果判

断!药敏试验测定分两种浓度#若两种浓度都不变红色视为敏

感(高浓度不变色#低浓度变红色为中度敏感(高,低两种浓度

均变为红色则视为耐药)

/

!

结
!!

果

/2$

!

培养分离结果
!

!&$

例疑似患者中共分离出支原体
#7!

例#阳性率为
"#2!4

#其中
SH

阳性
$35

例$

#6234

%#

T?

阳性

$3

例$

#254

%#

SH

与
T?

混合感染
!$

例$

$&2$4

%)分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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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本地区支原体感染以单纯
SH

感染和
SH̀ T?

合并感染

为主#二者共
#%6

例#占阳性总数
6&2#4

)

/2/

!

药敏试验结果
!

SH

对
T+U

,

[_e

,

_̂O

,

*N/

最为敏感#

敏感率分别为
552#4

,

5!274

,

3%2!4

和
3&2#4

(而单纯
T?

对
T+U

,

[_e

,

_̂O

,

,'+

敏感性最高)敏感率分别为
552#4

,

552#4

,

75254

和
7#264

(二者合并感染$

SH̀ T?

%以
[_e

和

T+U

敏感性最高#敏感率分别为
572#4

和
332&4

)见表
$

)

表
$

!

#7!

例支原体阳性标本对
$#

种抗生素敏感结果'

*

%

4

&(

抗生素
SH

$

$35

例%

敏感 中介
`

耐药

T?

$

$3

例%

敏感 中介
`

耐药

SH

合并
T?

$

!$

例%

敏感 中介
`

耐药

合计$

#7!

例%

敏感 中介
`

耐药

[_e $7"

$

5!27

%

#"

$

$%27

%

$7

$

552#

%

#

$

$$25

%

7#

$

572#

%

6

$

$"25

%

##$

$

5!2%

%

%7

$

$%23

%

_̂O $%$

$

3%2!

%

"3

$

#!2"

%

$&

$

7525

%

3

$

"$2#

%

%&

$

"62#

%

%$

$

7&25

%

$3$

$

!!25

%

57

$

%%2#

%

,'+ $&3

$

!&2$

%

3$

$

%626

%

6

$

7#26

%

5

$

"32$

%

$!

$

#!2#

%

"7

$

3%25

%

$%#

$

7$2!

%

$#"

$

"52"

%

MRZ 73

$

%#2&

%

$#$

$

!52&

%

%

$

$32!

%

$"

$

5#2"

%

7

$

52#

%

7!

$

6$25

%

!7

$

#72"

%

$6$

$

3"2!

%

*-V ##

$

$#2"

%

$7!

$

532!

%

$

$

726

%

$!

$

6"2$

%

$

$

$2!

%

!&

$

652"

%

#"

$

62"

%

#%#

$

6&2!

%

R_e 6#

$

7$23

%

5!

$

"52%

%

#

$

$$25

%

$7

$

552#

%

$

$

$2!

%

!&

$

652"

%

67

$

%32$

%

$!$

$

!#26

%

*R/ "&

$

##27

%

$%5

$

3327

%

$

$

726

%

$!

$

6"2$

%

$7

$

#"2!

%

"!

$

372"

%

7!

$

#$26

%

#&&

$

352$

%

T+U $73

$

552#

%

#$

$

$$25

%

$7

$

552#

%

#

$

$$25

%

"3

$

332&

%

$"

$

#%2&

%

#$6

$

5727

%

%3

$

$"27

%

/k+ 6$

$

7$2$

%

53

$

"526

%

%

$

$32!

%

$"

$

5#2"

%

3

$

$$27

%

7"

$

5527

%

$&$

$

%627

%

$77

$

!&27

%

Y/, ##

$

$#2"

%

$7!

$

532!

%

3

$

"$2#

%

$&

$

7525

%

$"

$

#%2&

%

"3

$

332&

%

"%

$

$!23

%

#$%

$

5%2%

%

M** $$!

$

!72#

%

!#

$

%"25

%

#

$

$$25

%

$7

$

552#

%

$"

$

#%2&

%

"3

$

332&

%

$%#

$

7$2!

%

$#"

$

"52"

%

*N/ $#7

$

3&2#

%

7%

$

#625

%

#

$

$$25

%

$7

$

552#

%

"

$

!2!

%

73

$

6%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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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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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是一类缺乏细胞壁#形态上高度多形性#能在人们

培养中生长繁殖的最小原核细胞型微生物)

SH

,

T?

与前列腺

炎,阴道炎,宫颈炎,不孕,不育有密切的病因学联系#也与非淋

菌性尿道炎发生有密切相关-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支原体总检出率为
"#2!4

$

#7!

"

!&$

%#

其中
SH

检出率为
#6234

$

$35

"

!&$

%#

T?

检出率为
#254

$

$3

"

!&$

%#

SH̀ T?

检出率为
$&2$4

$

!$

"

!&$

%)

SH

检出率显著高

于
T?

和
SH̀ T?

混合感染检出率$

!

"

&2&7

%(

SH

和
SH`

T?

检出率占支原体感染的
6&2#4

$

#%6

"

#7!

%#提示支原体感

染以
SH

为主#与国内众多报道的结果相同-

#1!

.

)

T?

单独感染

非常低#这可能与
SH

特定的顶端结构有关#使它能够牢固的

黏附于生殖道细胞表面#造成细胞的损伤#引起感染)随着抗

生素的广泛应用#

SH

和
T?

耐药菌株也日渐增多#并出现支原

体多重耐药现象)本研究中有
#

例患者对
$#

种药物全部耐

药#但经联合用药后治愈#表明在
SH̀ T?

混合感染时容易出

现对药物的交叉耐药#这种现象国内文献也有报道-

315

.

)本研

究结果还显示#

SH

对
T+U

,

_̂O

,

[_e

的敏感率较高#可作为

本地区治疗支原体的首选药)

T+U

,

_̂O

,

[_e

近年临床使用

较多
2

但仍然保持对
SH

较高的敏感性#可能与其本身抗菌性

较强有关#但也不排除今后对
SH

敏感性降低的可能)值得注

意的是本研究显示
SH

和
T?

均对
*R/

,

Y/,

,

*-V

高度耐

药#可能与本地区近年喹诺酮类药物广泛使用有关)因此规范

抗生素的使用显得尤为必要)

治疗支原体感染#应及时进行支原体培养和体外药敏试

验#这样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避免盲目用药#防止耐药菌株

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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