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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技术检测泌尿生殖道生殖支原体
感染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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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进行泌尿生殖道生殖支原体感染的患者,采用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技术(SAT)检测

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2019年1-12月在该院男科、妇科、性病科进行泌尿生殖道生殖支原体感染检查的

患者5
 

189例为研究对象。其中采集女性患者标本2
 

561例,男性患者标本2
 

628例。采用SAT检测是否患有

支原体感染,并进行沙眼衣原体、淋病奈瑟菌、解脲脲原体等病原体的检测。结果 在5
 

189例研究对象中有

267例泌尿生殖道生殖支原体检查结果呈阳性,阳性率为5.14%,其中男性患者阳性率为7.19%(189/2
 

628),
女性患者阳性率为3.05%(78/2

 

561),男性患者阳性率明显高于女性患者(P<0.05)。在5
 

189例研究对象

中,采集尿液标本患者3
 

162例,检查结果为阳性192例,阳性率为6.07%;采集分泌物标本患者1
 

967例,检查

结果为阳性74例,阳性率为3.76%;采集尿液和分泌物共同标本60例,所有检测结果均一致,其中阳性患者1
例,一致性为100%。在267例检查结果呈阳性的支原体感染患者中,男性患者189例,其中有121例为单纯支

原体感染患者,女性患者78例,其中有19例为单纯支原体感染患者,男性单纯支原体感染率大于女性率(P<
0.05)。支原体与解脲脲原体合并感染率最高,且女性感染率高于男性(P<0.05)。在支原体感染的患者中,年

龄≤20岁的患者感染率最高,其次是>20~3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支原体感染率也随之降低,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SAT检测泌尿生殖道生殖支原体感染的一致性较高,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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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支原体是一种体积极其微小且需要存在于

人类和动物体内的寄生微生物,它可以进行自我复

制、繁殖。生殖支原体感染可引发多种泌尿疾病,其
中前列腺炎、宫颈炎、子宫内膜炎、盆腔炎、尿道炎、男
女性不育都可由生殖支原体感染所引起[1-3]。由于生

殖支原体对体外培养的环境要求较高,适合生活在37
 

℃左右的无氧培养皿中,若培养皿中的环境不符合生

殖支原体繁殖生长,其结合会缺乏特异性和灵敏

性[4-6]。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技术(SAT)检测是一

种可以将实时荧光检测与核酸恒温扩增技术相结合

的检测方法,这种方法具有灵敏度高、特异度强等优

点,在泌尿生殖道、呼吸道病原体及肠道病毒检测中

应用比较广泛[7-9]。本文特选取在男科、妇科、性病科

采用SAT检测进行泌尿生殖道生殖支原体感染的

5
 

189例患者,观察其临床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9年1-12月在男科、
妇科、性病科进行泌尿生殖道生殖支原体感染检查的

患者5
 

189例为研究对象。其中采集女性患者标本

2
 

561例,年龄16~71岁,平均(36.89±10.28)岁;男
性患者标本2

 

628例,年龄18~74岁,平均(39.12±
11.23)岁。在5

 

189例患者中,采集尿液标本患者

3
 

162例,采集分泌物标本患者1
 

967例,采集尿液和

分泌物共同标本的患者60例。将标本采用SAT检

测是否患有生殖支原体感染,同时进行沙眼衣原体、
淋病奈瑟菌、解脲脲原体等病原体的检测。
1.2 标本采集及处理 采集尿液标本:将患者睡醒

后清晨的首次尿液或者长时间憋尿的首次尿500
 

μL,
与500

 

μL尿液保存液混合保存成标本,并做好记录。
采集分泌物标本:医护人员选取干净的医用棉签放入

男性尿道1
 

~2
 

cm或女性宫颈口中旋转1周,停留

10
 

s后取出;将拭子头放入1
 

mL生理盐水中浸泡,贴
管壁挤干后取出;取0.5

 

mL浸泡液加入0.5
 

mL尿

样保存液混匀作为待测标本,并做好记录。标本处理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
1.3 标本检测 尿液及分泌物标本的支原体感染、
沙眼衣原体、淋病奈瑟菌、解脲脲原体均采用SAT法

检测,荧光PCR仪为 ABI7500型,支原体感染、沙眼

衣原体、淋病奈瑟菌、解脲脲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均

购自上海仁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按照试剂盒和仪

器操作说明书进行操作,扩增条件为42
 

℃
 

1
 

min,40
个循环,荧光素通道设定为FAM,dt值≤35判断为

阳性,对于分泌物和尿液检查结果不一致时,以阳性

结果为最终结果。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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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采用χ2 检验;计量

资料以x±s表示,组间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男、女患者支原体感染情况比较 在男科、妇科、
性病科进行泌尿生殖道生殖支原体感染检查的5

 

189
例患者中,有267例患者检查结果呈阳性,阳性率为

5.14%。男性患者阳性率为7.19%(189/2
 

628),女性

患者阳性率为3.05%(78/2
 

561),男性患者阳性率明显

高于女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同标本的检测结果比较 在5

 

189例患者中,
采集尿液标本患者3

 

162例,检查结果为阳性192例,
阳性率为6.07%;采集分泌物标本患者1

 

967例,检
查结果为阳性74例,阳性率为3.76%;采集尿液和分

泌物共同标本60例,所有检测结果均一致,其中阳性

患者1例,一致性为100%。
2.3 支原体感染合并其他病原体情况 在267例检

查结果呈阳性的支原体感染患者中,男性患者189
例,其中有121例为单纯支原体感染患者,女性患者

78例,其中有19例为单纯支原体感染患者,男性单纯

支原体感染率大于女性(P<0.05)。支原体与解脲脲

原体合并感染率最高,且女性感染率高于男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支原体感染合并其他病原体情况[n(%)]

感染情况
男性

(n=189)
女性

(n=78)
支原体感染 121(64.02) 19(24.36)
支原体与沙眼衣原体合并感染 8(4.23) 2(2.56)
支原体与解脲脲原体合并感染 39(20.63) 48(61.54)
支原体与淋病奈瑟菌合并感染 8(4.23) 1(1.28)
支原体、沙眼衣原体与解脲脲原体合并感染 10(5.29) 7(8.97)
支原体、沙眼衣原体与淋病奈瑟菌合并感染 1(0.05) 0(0.00)
支原体、解脲脲原体与淋病奈瑟菌合并感染 1(0.05) 1(1.28)

支原体、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与淋病奈瑟

菌合并感染
1(0.05) 0(0.00)

2.4 支原体感染在不同年龄段比较 在267例支原

体感染的患者中,年龄≤20岁的患者感染率最高,其
次是>20~30岁年龄段,随着年龄的增长,支原体感

染率也随之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
表2  支原体感染在不同年龄段的比较

年龄 n 感染率(%)

≤20 74 27.71

>20~30 68 25.47

>30~40 57 21.34

>40~50 49 18.35

>50~60 13 4.87

>60 6 2.25

3 讨  论

支原体感染主要是通过性行为进行传播,少数还

可通过母婴传播。本次研究选择在门诊就诊进行生

殖支原体感染检查的患者为研究对象。
经研究表明,在男科、妇科、性病科进行泌尿生殖

道生殖支原体感染检查的5
 

189例患者中,有267例

患者检查结果呈阳性,阳性率为5.14%,其中男性患

者阳性率为7.19%,女性患者的阳性率为3.05%,男
性患者阳性率明显高于女性患者;在5

 

189例患者中,
采集尿液标本的患者阳性率为6.07%,采集分泌物的

患者阳性率为3.76%,采集尿液和分泌物共同标本患

者一致性为100%。在267例检查结果呈阳性的支原

体感染患者中,男性单纯支原体感染率大于女性。支

原体与解脲脲原体合并感染率最高,且女性感染率高

于男性。在支原体感染的患者中,年龄≤20岁的患者

感染率最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支原体感染率也随之

降低。以上结果说明在患者体内解脲脲原体的感染

率高于其他病原体的感染率,在女性患者体内受解脲

脲原体感染的可能性较大。解脲脲原体可分为非致

病性菌群和致病性菌群两种。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受支原体感染的感染率也逐渐下降,受支原体感染强

度最大的年龄在≤30岁的患者体内,由于患者年龄越

低性活跃度越高,受感染的程度也随之增加,随着年

龄的增长,性活跃度随之降低,感染的可能性也随之

降低,说明生殖支原体感染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性行为

进 行 传 播,与 性 行 为 的 活 动 频 率 有 着 密 切 的

关系[10-11]。
综上所述,采用SAT检测泌尿生殖道生殖支原

体感染的一致性较高,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广泛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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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患者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的测定与意义*

周吾溪1,陈 奎1,王海荣1,戚剑烽1,魏 波2,李超文3△

1.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一区,广西北海
 

536000;2.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广西钦州
 

535000;3.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广西百色
  

533000

  摘 要:目的 通过检测肾结石患者血清中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探讨褪黑素及其代谢产

物在肾结石形成过程中的意义。方法 选取2018年5-10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

科就诊的肾结石患者32例为研究组,另选取同期来该院体检合格的健康者30例为对照组,应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ELISA)法检测肾结石患者血清中褪黑素水平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并与对照组比较,分析2组

间褪黑素及其代谢产物的水平差异。结果 研究组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分别为(50.35±
5.62)、(41.23±4.14)pg/mL,对 照 组 血 清 褪 黑 素 及 尿 液6-羟 基 硫 酸 褪 黑 素 水 平 分 别 为(59.23±6.13)、
(47.26±5.35)pg/mL,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肾结石患者体内低水平褪黑素可能

是肾结石形成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肾结石; 褪黑素; 氧化应激; 炎症; 自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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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虽然近年

来随着微创手术设备的更新及新技术的引入,临床治

疗肾结石技术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肾结石的形成机制

至今仍未明确,临床缺少全面预防肾结石形成的有效

措施,间接导致了术后肾结石的高复发率。因此,尽
快阐明肾结石的发病机制是泌尿外科工作者急需解

决的问题。目前,氧化应激-炎性反应-自噬-肾小管上

皮细胞损伤体系成为研究肾结石发病机制的热点[1]。
最近有研究发现,褪黑素与肾结石的形成密切相

关[2]。褪黑素是目前已知的最为强效的氧自由基清

除剂,在抑制或调节体内氧化应激、炎性反应、细胞自

噬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3-4]。既然肾结石与氧化应

激、炎性反应及细胞自噬关系密切,而褪黑素又具有

抗氧化应激、抗炎、抑制自噬等作用,为了明确肾结石

患者体内褪黑素水平与健康者体内有无区别,肾结石

的形成与褪黑素之间的联系,笔者研究了肾结石患者

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以期了解

褪黑素及其代谢产物与肾结石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5-10月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的32例经

腹部CT证实为肾结石的患者为研究组,且均符合以

下纳入标准:(1)无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及糖尿病;(2)
无急慢性炎症疾病;(3)入院前未服用褪黑素;(4)近
期未服用免疫抑制剂、抗菌药物等;(5)非孕妇及哺乳

期;(6)无烟酒等不良嗜好。其中左肾结石15例,右
肾结石17例;男16例,女16例;年龄23~41岁,平均

(30.12±2.35)岁。另选取同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合格的健康者30例为对照

组,其中男15例,女15例;年龄22~38岁,平均

(30.52±1.36)岁。2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均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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