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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泌尿生殖道感染者沙眼衣原体
RQ"

感染情况分析

尹学明!刘
!

斌!袁慧敏

宁夏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银川医院普外科!宁夏银川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某院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

.7

$的感染现状及其临床特点%方法
!

收集
(&%%

年
4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就诊于该院患者的
(455

份标本!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2./

技术对
.7RQ"

进行定量

检测%结果
!

.7RQ"

总阳性率为
%,0('1

"

+%%

)

(455

$!其中
(&%%P(&%-

年阳性率分别为
%+0%(1

"

(,

)

%$$

$#

%(0%(1

"

++

)

'4'

$#

%,0+,1

"

,'

)

'+'

$#

%'04-1

"

+(

)

'&$

$#

%,0$41

"

,,

)

'+5

$#

%,04'1

"

,'

)

''5

$#

%40$%1

"

$%

)

+(,

$#

%$0%$1

"

4-

)

'54

$%男#女性阳性率分为
%40(+1

"

'$(

)

((5&

$和
50,+1

"

'5

)

+&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

!

B[&0&&%

$%

%%

$%

(%

岁年龄组患者
.7RQ"

阳性检出率最高!为
(40&51

"

'&

)

%%,

$!各年龄组

人群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0&,

$%各季节中夏季阳性率最高!为
%-0(,1

!夏#冬两季检出阳性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0-5'

!

B

%

&0&,

$%结论
!

.7

在人群中感染与年龄#性别#季节有关!应加强宣

教!加大对青年人群的筛查力度!以降低感染率%

关键词"沙眼衣原体&

!

实时荧光定量
2./

&

!

感染&

!

流行特点

中图法分类号"

/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65+,,

"

(&%5

$

%-6($&%6&'

!!

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

.7

%感染已经成为世界

范围内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

%6(

*

(据
a!3

统

计#每年约有
%0'%

亿人感染
.7

)

'

*

(

.7

感染可导致

女性非淋菌性尿道炎'异位妊娠'输卵管炎和男性尿

道炎'附睾炎等一系列疾病和严重并发症#妊娠期女

性
.7

感染可出现流产'胎儿窘迫'新生儿结膜炎和肺

炎等严重影响产妇及胎儿健康的疾病)

+

*

(该病原体

还可能增加艾滋病的传播概率和宫颈癌的发病率)

,

*

(

为了解本院
.7

患者的感染情况#本研究采用荧光定

量
2./

方法对
(&%%

年
4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来本院就诊患者的标本进行
.7RQ"

检测分析#

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4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就诊于本院门诊以及住院的
(455

例患者为

研究对象#其中男
((5&

例#女
+&5

例(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

岁(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的

批准后实施(

$0/

!

方法
!

采集患者标本#包括阴道分泌物'尿道分

泌物'病变部位刮出物'疱疹液或生殖道赘生物#医师

用无菌拭子采集后立即送检(采用美国
"̀ U

公司

$'&&

型荧光定量
2./

仪进行
.7RQ"

测定#试剂盒

由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按仪器和试

剂相关说明操作(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5

年
5

月第
%4

卷第
%-

期
!

*CL)9F.<AE

!

O9

;

>9HL9=(&%5

!

V8<0%4

!

Q80%-



$0'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B=8G8@>X:B9<(&%4

对数据

进行分类汇总#采用
O2OO%$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B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7RQ"

检出情况
!

(455

例标本中#检出
.7

RQ"

阳性
+%%

例#总阳性率为
%,0('1

(

/0/

!

不同年份
.7 RQ"

阳性率的比较
!

(&%%P

(&%-

年
.7RQ"

阳性率呈缓慢增长趋势#但不同年

份检出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4(

#

B[

&04&,

%(见表
%

(

表
%

!!

不同年份
.7RQ"

检出情况

年份$年%

'

阳性数$

'

% 阳性率$

1

%

(&%% %$$ (, %+0%(

(&%( '4' ++ %(0%(

(&%' '+' ,' %,0+,

(&%+ '&$ +( %'04-

(&%, '+5 ,, %,0$4

(&%4 ''5 ,' %,04'

(&%$ +(, $% %40$%

(&%- '54 4- %$0%$

合计
(455 +%% %,0('

/0'

!

不同年龄组
.7RQ"

阳性检出情况
!

%%

$%

(%

岁年龄组人群
.7 RQ"

阳性率最高为
(40&51

$

'&

"

%%,

%#

$

4%

岁组最低#为
,0&&1

(各年龄组人群

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B[

&0&&%

%(见表
(

(

表
(

!!

不同年龄组
.7RQ"

阳性检出情况

年龄组$岁%

'

总阳性数$

'

% 所占比例$

1

%

&

$%

%% $ % %+0(5

%%

$%

(% %%, '& (40&5

(%

$%

'% 554 %$, %$0,$

'%

$%

+% 55% %'+ %'0,(

+%

$%

,% ++& ,' %(0&,

,%

$%

4% %%& %4 %+0,,

$

4% +& ( ,0&&

/01

!

不同性别
.7RQ"

的阳性检出情况
!

男性
.7

RQ"

阳性率为
%40(+1

$

'$(

"

((5&

%#女性
.7RQ"

阳性率为
50,+1

$

'5

"

+&5

%#男性阳性率高于女性#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B[&0&&%

%(

/02

!

不同科室
.7RQ"

的阳性检出情况
!

结果显

示#不同科室间
.7RQ"

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0$55

#

B[&0&&,

%(见表
'

(

表
'

!!

不同科室
.7RQ"

阳性检出情况

科室
'

总阳性数 阳性率$

1

%

妇科
'&& '+ %%0''

泌尿外科
(&5, '+, %40+$

皮肤科
(4' (, 50,%

其他
+% $ %$0&$

/0)

!

不同季节
.7RQ"

的阳性检出情况
!

根据宁夏

地区的季节特点划分#春季为
'P,

月#夏季为
4P-

月#秋季为
5P%%

月#冬季为
%(

月到次年
(

月(各季

节
.7 RQ"

的阳性率分别为
%+0551

'

%-0(,1

'

%+0$&1

'

%'0&(1

(其中夏'冬两季节阳性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0-5'

#

B

%

&0&,

%(见表
+

(

表
+

!!

不同季节
.7RQ"

阳性检出情况

季节
'

阳性数$

'

% 阳性率$

1

%

春
4$+ %&% %+055

夏
44' %(% %-0(,

秋
45+ %&( %+0$&

冬
44- -$ %'0&(

'

!

讨
!!

论

!!

本研究结果显示#就诊的
(455

例患者中#

.7

RQ"

总阳性率为
%,0('1

#高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

报道)

46$

*

(

(&%%P(&%-

年
.7RQ"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

为
%+0%(1

'

%(0%(1

'

%,0+,1

'

%'04-1

'

%,0$41

'

%,04'1

'

%40$%1

'

%$0%$1

#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

这与相关报道一致)

-65

*

(分析感染率逐年上升的原因

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

%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使
.7

RQ"

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增加#阳性率也随之升

高&同时#医师诊断意识也不断提高#从而提高了检出

率&$

(

%随着近几年健康宣教力度的加大#患者就诊意

识和配合度增加#阳性率也随之升高&$

'

%随着经济发

展#外来人口逐渐增多#这也是导致
.7RQ"

阳性率

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年龄组
.7RQ"

阳性检测结果显示#

%%

$%

(%

岁年龄组人群
.7RQ"

阳性患者所占比例最高#

为
(40&51

#这与相关报道不一致)

%&

*

(此结果提示

.7

在青年人群中检出率增高#应进一步加强生理卫

生知识的宣传与教育(

(%

$%

'%

岁年龄组人群
.7

RQ"

阳性患者所占比例次之#为
%$0,$1

#该年龄人

群正处于性活跃期#性行为频繁#性伴相对不固定和

未采取安全性行为等因素导致
.7

感染的风险增加(

同时该年龄段人群处于育龄期#感染及传播
.7

可能

大#感染后发生不孕不育等所致的疾病负担重#因此#

需要进一步加强性健康方面的宣传教育#提倡安全性

行为#减少性病的感染和传播(

男性
.7RQ"

阳性率为
%40(+1

#女性
.7RQ"

阳性率为
50,+1

#男性阳性率高于女性#这与全国大

部分报道不一致)

4

#

%&6%%

*

(结合不同科室
.7RQ"

的

阳性检测分布情况分析#原因可能为泌尿外科送检标

本在所收集的标本中所占比例最高为
$$04(1

$

(&5,

"

(455

%#其次 为 妇 科 和 皮 肤 科 的
%%0%(1

$

'&&

"

(455

%和
50$+1

$

(4'

"

(455

%(这提示在本地区

男性就诊率高于女性#男性检出率也高于女性(同

时#可能的原因为女性
.7

感染大多无典型临床症状#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5

年
5

月第
%4

卷第
%-

期
!

*CL)9F.<AE

!

O9

;

>9HL9=(&%5

!

V8<0%4

!

Q80%-



且易合并阴道滴虫或白色念珠菌感染#易误诊'漏诊

造成检出率偏低(另有研究表明#口服阿奇霉素对

.7

感染治疗效果显著#且女性讳疾忌医心理较重#可

能于诊所或自行于药店购买药物进行治疗#造成就诊

率降低)

%(

*

(

本研究显示#春'夏'秋'冬季
.7RQ"

阳性率分

别为
%+0551

'

%-0(,1

'

%+0$&1

'

%'0&(1

#夏季最高#

冬季最低#这与钱铸山等)

4

*

'吕萌萌等)

%'

*的研究结果

一致(随着气温升高#

.7

的活动性增加#导致感染率

也呈升高趋势#这可能与夏季气温更适合
.7

生长繁

殖且人群活动频繁有关(提示
.7

感染有季节特征(

综上所述#

.7

感染与年龄'性别'季节有关#提示

在今后的防治工作中需进一步加大就医人群尤其是

青年人群中
.7

感染筛查力度#提高检测能力和诊疗

能力#同时加强综合性干预活动和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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