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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炎患者假丝酵母菌 、滴虫检验结果分析

唐素兰 ,赵芳芳 ,冯锡才 ,刘从森 ,李英欣

[ 摘要] 目的:分析假丝酵母菌与滴虫在阴道炎中的感染 ,以指导对该病的防治。方法:对我院附属医院 817 例门诊阴道炎患

者及 232名我院健康体检者取阴道分泌物涂片镜检 ,常规培养鉴定。结果:817 例阴道炎患者中 , 分别检出假丝酵母菌 214 例

和滴虫 54 例 ,检出率分别为 26.19%和 6.61%;我院健康体检者 232 名 , 分别检出假丝酵母菌 28 例和滴虫 2 例 ,检出率分别

为 12.07%和 0.86%;两者差异均有显著性(P<0.005)。结论:假丝酵母菌 、滴虫是阴道炎常见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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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菌性阴道炎多由白假丝酵母菌或其它假丝酵

母菌引起 ,该病统称为念珠菌病
[ 1]
。这类真菌致病

性不强 ,在条件适宜时尤其久病体弱 、免疫力低下时
方可引起疾病。滴虫性阴道炎属性传播疾病 ,其发

病极普遍。2002 ～ 2003年 ,我们对 817 例阴道炎患

者的病原体进行检验 ,同时与我院 232名健康体检

妇女阴道真菌 、滴虫检验结果比较 ,现作报道 。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17例患者标本来源于临床已初
诊阴道炎的阴道分泌物 ,患者年龄 19 ～ 71岁 。阴道
黏膜赤红 ,肿胀 ,外阴瘙痒 ,白带外观为凝乳状 ,呈黄

色 、灰白色 ,或为泡沫状并明显增多 。
1.2　方法　(1)假丝酵母菌检验:将含有分泌物的
棉拭子无菌接种于血琼脂平板上 ,37℃培养 24 h 鉴

定。常规检查棉拭子涂片革兰染色 ,镜下见假菌丝 、
孢子与芽管时可报告念珠菌。(2)滴虫检验:棉拭子立
即涂于含盐水的玻片上 ,镜检有滴虫转动 ,立即报告。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2检验。

2　结果

　　817例阴道炎的病原体中假丝酵母菌 214例 ,
滴虫 54例 ,而本院妇女健康体检 232名假丝酵母菌

28例 ,滴虫仅 2 例(见表 1);两组差异均有显著性
(P<0.005)。

表 1　患者与健康体检者阴道分泌物检测结果比较(n)

分组
检查

人数

假丝酵母菌

阳性数　阳性率(%)

滴虫

阳性数　阳性率(%)

患者 817 214 26.19 54 6.61

健康体检者 232 28 12.07 2 0.86

合计 1 049 242 23.07 56 5.34

χ2 — 20.31 11.81

P — <0.005 <0.005

3　讨论

　　从 817例外阴瘙痒严重的临床标本检验中 ,假
丝酵母菌阳性者其分泌物外观呈凝乳状(俗称豆腐

渣状)。脓细胞相对较少 ,上皮细胞较多 ,细胞形态
不规则 。而滴虫性阴道炎的分泌物外观黄色或灰白
色呈泡沫状 ,镜下见大量脓细胞 ,患者阴道黏膜赤红

肿胀 ,外阴发痒[ 2] 。近 20年来本病发病率有增高

的趋势[ 3] 。

假丝酵母菌与滴虫性阴道炎传染途径可分为

内源性和外源性 ,前者是亚健康状态下自身感染;后
者通过家庭内感染 、性接触感染和一些生活日用品

使用不当引起 , 如使用透气性差的卫生巾 、内裤
等 ,外阴部常处在潮湿状况下 ,给真菌的生长繁殖
创造了有利条件。多数真菌性阴道炎由致病力较

强的白假丝酵母菌感染 ,其次可由克柔假丝酵母菌 、
高里假丝酵母菌 、热带假丝酵母菌 、星形假丝酵母菌
而引起 。

本文健康体检者阴道中假丝酵母菌检出率

12.07%,但大部分无阴道炎症状 ,说明健康人带菌

并不一定致病 , 一旦抵抗力下降 、使用抗生素 、妊
娠 ,其他细菌感染造成阴道中 pH 变化或雌激素水

平改变等 ,均可导致假丝酵母菌大量繁殖引发阴道

炎 。因此阴道真菌病具有明显的条件致病的特点。
提高机体抵抗力 ,避免不洁性交 ,保持皮肤清洁和干
燥 ,不乱用广谱抗生素 ,是预防妇科假丝酵母菌病 、

滴虫病的重要措施。阴道炎的早期发现 、早期诊
断 、早期治疗至关重要 。假丝酵母菌感染者每天用
苏打水清洗外阴 ,用克霉素 、达克宁栓剂治疗。滴虫

阴道炎者 ,可给予甲硝唑口服 , 或者局部用药 ,治
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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