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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院就诊患者解脲支原体"

\\

%和沙眼衣原体"

.B

%的感染状况!为临床治疗泌尿生殖道疾病及不孕不育

提供依据&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患者进行
\\

和
.B

的检测结果进行收集!回顾性分析年龄'性别及各年的

感染状况&结果
!

在
9)6$

例患者中共检出阳性患者
'6**

例"

"#("#A

%!

\\

'

.B

和合并感染的阳性率分别为
#6(&$A

'

&(##A

和
'(6%A

&女性患者阳性检出率高于男性患者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男女患者
\\

'

.B

和合并感染的阳性

检出率在
&)

"

#$

岁年龄段均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年检出率逐年增加!最高年检出率
"9("6A

&

有
')9'

例患者与不孕不育有关!阳性感染率为
'"(*)A

!

#)%*

例以泌尿生殖道炎性反应为主!阳性感染率
'9(%"A

!两者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L

$

)()"

%&结论
!

泌尿生殖道炎性反应和不孕不育与
.B

和
\\

感染密切相关!建议将
\\

和
.B

作为泌尿生殖道

炎性反应患者及孕前检查的常规检查项目之一!对控制和治疗各种生殖道疾病!提高青壮年泌尿生殖健康水平和优生优育有重要

临床意义&

关键词"不孕不育$

!

泌尿生殖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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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支原体$

!

沙眼衣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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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9&/$#""

"

&)%9

%

)9/)$6&/)'

!!

据报道#我国淋病患者报告数自
&))6

年以来呈持续下降

趋势#非淋球菌性尿道炎$

Z]\

&已跃居常见性传播疾病之

首)

%

*

+性传播疾病病原体沙眼衣原体$

.B

&和解脲支原体

$

\\

&是引起
Z]\

最常见的病原体#严重危害着泌尿生殖道

的健康#影响着人们的生命质量+同时#

\\

和
.B

感染与不

孕不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

*

+因此#做好
\\

和
.B

感染的监测

工作极为重要+为了解本院门诊患者
\\

和
.B

的感染和分

部情况#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就诊的
9)6$

例门诊患

者进行泌尿生殖道
\\

和
.B

检测结果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妇

科门诊(孕前检查门诊(泌尿外科门诊和性病门诊就诊并自愿

接受
\\

和
.B

检测的患者#共计
9)6$

例#男
&*9'

例#女

##%*

例#男女比例
%:%(*"

%年龄
%

"

69

岁#平均年龄$

''(#9̀

$("9

&岁+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凡在本院门诊自愿接受泌尿生殖道分

泌物中
\\

和
.B

检测的患者均满足入选条件+排除尿液(血

液等其他标本进行该项目检测的患者+

$('

!

研究方法
!

送检标本包括无菌采集的阴道和尿道分泌物

$包括前列腺液&+男性标本采集用无菌棉签深入尿道约
&

"

'

N7

采集分泌物#女性标本由专业医师采集自宫颈管内
%

"

&

N7

的宫颈分泌物#未婚年龄女性采集阴道口分泌物+采用深

圳凯杰生物有限公司提供的
\\

和
.B

试剂盒进行核酸提取#

采用
9"))b!5B

型聚合酶链式反应$

,.2

&定量扩增仪进行扩

增+核酸提取过程严格按照说明书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结果

阴(阳性的判读依据说明书标准+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NDI&))'

和
5,55%9()

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

& 检验%以
L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阳性检测结果
!

9)6$

例检测标本中#共检出阳性
'6**

例#总检出率为
"#("#A

#阳性检出率逐年增高#各年检出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L?)()))

&+其中
\\

阳性
'

#&'

例#检出率为
#6(&$A

#

.B

阳性
%9'

例#检出率为
&(##A

#

\\

和
.B

合并感染
&9)

例#检出率
'(6%A

#各年总阳性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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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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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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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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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

的

!!!

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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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患者检测结果
!

&*9'

例男性患者检出阳性
%%6'

例#总阳性检出率
##(&*A

#以
\\

感染为主#

\\

分别与
.B

和
\\k.B

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9*($&9

#

L?)()))

%

!

&

?6%$(#&'

#

L?)()))

&#

.Bk\\

和
.B

阳性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L?)(&*%

&+男性以
&)

"

#$

年龄组感染为主#其阳性检出率分别与
&)

岁以下年龄组(

")

岁以上年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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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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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其中
&)

"

#$

岁组
\\

阳性检

出率分别与
&)

岁以下年龄组
#$

岁及以上年龄组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6(&**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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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

L?

)()))

&%

.B

和
\\k.B

阳性检出率分别与其他年龄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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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患者检测结果
!

##%*

例女性患者检出阳性
&*6'

例#阳性检出率
*)(9*A

+患者以
\\

感染为主#阳性检出率分

别与
.B

和
.Bk\\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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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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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

感染高于
.B

感染#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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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感染年龄主要分布在
&)

"

#$

岁#其阳性检出率分别与
&)

岁以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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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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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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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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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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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年龄组及
#$

岁以上年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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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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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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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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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阳性检出率分别与
&)

岁以下年龄组(

#$

岁以上年龄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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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B

阳性检出率与其他年龄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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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k.B

阳性检出率与其他年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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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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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之间的比较
!

阳性总检出率女性高于男性#两者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6%&

#

L?)()))

&%女性
\\

阳

性检出率高于男性#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6$()*$

#

L?)()))

&%男性
.B

高于女性
.B

检出率#两者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

L?)()))

&%男女混合感染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6"

#

L?)(&'$

&+

/(2

!

结果与临床症状的关系
!

9)6$

例患者其中有
')9'

例

患者出诊为不孕不育#检出阳性感染者
%)$#

例$

'"(*)A

&#

#)%*

例以泌尿生殖道炎性为主#检出阳性感染者
%#$&

例

$

'9(%"A

&#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9

#

L?

)(%9$

&+

'

!

讨
!!

论

!!

9)6$

例门诊患者共检出阳性者
'6**

例#平均阳性率为

"#("#A

+阳性率逐年上升#

&)%"

年最高为
"9("6A

+从
'

年

统计结果看出#各年总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但作为大型综合性医院总例数仍偏低#而阳性检出率显

著高于相关文献报道)

'

*

+其原因除试验使用检测方法不同外#

还可能与当地人们的意识有关+由于泸州地处四川南部#与云

南贵州毗邻#周边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卫生条件和卫生行为较

差#

.B

和
\\

对泌尿生殖道的健康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

视+从统计过程中发现#

&)

岁以下人群感染主要集中在
%)

"

%$

岁年龄段#他们一般学历偏低#收入较少#处于性相对活跃

期#高危行为发生率高#而又缺乏卫生防预知识#造成性病的快

速感染和传播%

#$

岁以上年龄段阳性感染率较高#说明
\\

和

.B

的流行已呈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趋势+

\\

和
.B

阳

性者以
&)

"

#$

岁的青壮年居多#共
'9"$

例#占总数阳性的

$9(&'A

#与文献报道高危人群在
&)

"

'$

岁年龄段有所不

同)

'

*

+说明当地感染人群覆盖面较宽#可能与每年有数以万计

的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为主&有关+因此#加强对云贵川地

区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性健康教育和卫生行为干预#增强对外

出农民工性病的监测和管理#增加其性病防治知识#将是目前

\\

和
.B

防治工作亟需解决的难题+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以
\\

感染为主#女性患者
\\

阳

性感染率显著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其可

能的原因与
\\

在女性泌尿生殖道定植有关+正常女性也有

较高检出率#导致检测出
\\

阳性可能不会引起医师和患者重

视#错过最佳治疗机会+而
\\

和
.B

的感染会产生细胞毒作

用#破坏患者机体免疫力#引发炎性反应#男性出现附睾炎#前

列腺炎等#而女性出现宫颈炎(急性输卵管炎卵管管腔粘连(阻

塞等疾病+研究发现#

\\

和
.B

与不孕不育密切相关)

#/*

*

#这

与本研究结果相符合!

')9'

例不孕不育患者中有
%)$#

例

$

'"(*)A

&感染#

#)%*

例泌尿生殖道炎性反应患者阳性
%#$&

例$

'9(%"A

&+男性
.B

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女性
.B

检出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这与国内相关报道一致)

9

*

%感

染以青壮年为主#但检出率低于文献报道)

9/6

*

#可能与地区和人

种不同有关+女性患者
.B

检出率同其他年龄段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L

$

)()"

&#且女性单独
.B

感染率较相关文献

低)

9

*

#是否与经济原因落后导致当地男女从事的工作及社会交

往圈不同有关#还需进一步调查+

研究表明#

\\

和
.B

混合感染是生殖道细菌发病机制中

的一个重要因素)

$

*

+本院门诊患者男女混合感染阳性率均较

高#

.B

感染女性主要以混合感染为主+性病病原体的重叠感

染会增加疾病的严重性和治疗难度#常致病情反复迁延和耐

药+故需对泌尿生殖道疾患的患者标本同时进行多项检测#并

根据病原体和药敏试验进行综合性治疗#以有效减少耐药性的

产生+

综上所述#泌尿生殖道炎性反应和不孕不育与
.B

和
\\

感染密切相关#建议
\\

和
.B

作为泌尿生殖道炎性反应患者

及孕前检查的常规检查项目之一#这对控制和治疗各种生殖道

疾病#提高青壮年泌尿生殖健康水平和优生优育有重要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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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循证护理措施对于提高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生命质量的临床观察"

陈烨然!陈文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哈尔滨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循证护理措施用于老年心力衰竭患者进行护理后!患者的生命质量的改变情况&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该院就诊的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共
%&)

例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

组!分别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对照组的患者采用常规方式进行护理!试验组的患者采用循证护理方式进行护理&采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对患者干预前后的生

命质量水平进行评估&结果
!

护理前!

&

组患者生命质量各个维度及生命质量总评分比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试验

组护理干预后不同时间内生命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且随着时间的延长!

&

组患者的生命质量逐渐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L

%

)()"

%&结论
!

循证护理用于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能够从患者生命质量的各个维度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且在患者出

院后!其生命质量也在逐渐升高&循证护理具有长期护理效果!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循证护理$

!

心力衰竭$

!

生命质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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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6#/)'

!!

随着社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不断增

加+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中比较常见的疾病#老年心力衰竭的

发生率较高)

%

*

+与此同时#老年患者身体的各项结构和功能都

发生变化#甚至有老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因此#老年心力衰竭

患者的护理措施成为临床上研究的热点问题)

&

*

+循证护理是

一种系统性护理方式#要求护理人员在进行护理工作前#将各

项研究结果和已有临床经验相结合#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订符

合患者病情和需求的护理措施#并在护理过程中根据实践情况

对护理措施进行调节#最终达到较好的护理效果)

'

*

+本院采用

循证护理的方式对老年心力衰竭患者进行护理取得较好效果#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本院就诊

的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共
%&)

例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

%

&纳入患者的年龄为
*"

岁或
*"

岁以上%$

&

&患者

被确诊为慢性心力衰竭%$

'

&患者无肿瘤(肝肾疾病及身体其他

方面的严重疾病%$

#

&患者对本次研究知情并自愿参与本次研

究+排除标准!$

%

&排除曾经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

&

排除具有精神障碍或痴呆的患者%$

'

&排除不能接受随访或不

能配合本次研究的患者+对所有患者按照随机排列数字表的

方式进行编号#并随机分为
&

组#分别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

!

护理方式
!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试

验组患者则采用循证护理的方式进行护理+循证护理的具体

方式如下+

$(/($

!

循证问题
!

根据临床实践和文献阅读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老年心力衰竭患者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

$(/(/

!

循证支持
!

在各大数据库中进行文献查询#了解并掌

握文献中关于所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式#并进行记录+

$(/('

!

循证观察
!

对患者的临床情况结合所查询的方法#制

订对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的护理措施!$

%

&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

行评估#了解患者呼吸困难(活动能力(情感压力等各个方面的

情况%$

&

&对老年患者进行营养支持#根据每一位患者的情况为

患者制订符合患者身体状况的营养健康膳食#根据每一位患者

的情况为患者制订运动干预措施#保证患者膳食和运动的有效

结合)

"

*

%$

'

&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缓解患者的各种负面情绪#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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