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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性假丝酵母菌外阴阴道病致病菌种分析

祁文瑾 ＼ 陈 卓 ＼许妙玲
２

摘要 目 的 对复 发性假丝酵母菌性外 阴 阴道病 （
Ｒｖｖｃ

）等合并症 ， 无长期抗生素使用史 。 标本收集前 １ 周

患者不同发病时期致病菌种进行分析 ， 为 ＲＶＶＣ 的有效治疗禁性交 、盆浴 、 阴道检查及局部上药 ， 采集时均 以膀

提供病 原 学研究 资 料 。 方 法 以 科玛 嘉 显 色 培 养 基 和 胱截石位于阴道后穹窿处收集 白带进行假丝酵母菌
Ｖ ＩＴＥＫ２ 酵母菌鉴定卡鉴定妊娠与非 妊娠 ＲＶＶＣ 患 者致病镜＃和 ±

立
养

＾ 诊

＾

断标准 電 ： 有外 阴癌痒 、 白 带异常呈豆

“菌检 出 率均显 著 高ｉ非孕 ＶＶＣ 患 者^ ＜ ０ ． ０５
） ；

渣样等典型外酬道假丝酵母菌病症状 ， 且假丝酵

妊娠 ＲＶＶＣ 复发患 者 中 白 假丝酵母菌 比 例虽 较妊娠 ＲＶＶＣ
母菌镜检 、培养 阳性 ；

ＲＶＶＣ
：

１ 年内有症状并经真菌

初发和妊娠 ＶＶＣ 患者有所降低 ， 但三组间 白 假丝酵母菌构 学证实的 ＷＣ 发作 ４ 次或 以上 。 妊娠与非妊娠患

成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结论 假丝酵母菌的 复发和再感者诊断标准相同 。

染均在 ＲＶＶＣ 的发生 中发挥作用 ， 妊娠状态可能增加阴道非１ ． ３ 研究方法 以生理盐水法显微镜下查见典型

白假丝酵母菌感染几率 。 假丝酵母菌菌丝为镜检 阳性者 ，将其 白带接种于沙

关键词 假丝酵母菌病 ； 外阴 阴道 ； 妊娠 ；病原学堡罗氯霉素培养基 （ 法 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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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乳酪状假丝酵母菌菌落生长为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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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 ，挑取单舗接种于斜面培养基保存 ，并以科玛

／
？

，
， ，嘉显色培养基 （ 法 国科玛嘉公 司 产 ， 郑州 博赛公 司

．

分装 ） 和 Ｖ ＩＴＥＫ２ 酵職鉴定卡 （ 法 国生物梅里埃
ａｍ

，ＷＣ
） 是一种常 见的妇产科感染性疾病 ， 大约

；ｖｖｒ Ｎ １ ． ４ 结果判读 显色培养基上绿色 、翠绿色菌落为
） ’ 由 于症状反复发作难 Ｊ根 ’４妇＃自假狄酵母菌 紫色

＇

淡 紫角 菌落 为光滑假 效酵母
身心麵有严重影响 。 麵妇女酬道假靖雌

日

二 ＾ｒ ｖ： ＝ 菌 ， 粉红色鋪为克柔假＿賴 ， 蓝色 、 蓝灰色菌
感染 率 咼 于 非 孕 妇 女且 更 易 发 展成 为 Ｒｖｖｃ 患

者
［

｜

］

。 该研究对妊娠和非妊娠 Ｒｖｖｃ 患者的阴道致
■ 热

ｆ

病假輔母菌进行菌种分析 ， 希望为有效治疗 ＲＶ －Ｖ ＩＴＥＫ２ 酵母菌鉴疋卡鉴疋 ＇口果 由 Ｖ ＩＴＥＫ２ 系统 自

■斤得出 ， 最终鉴定结果以此为准 。

ｖｃ ｍ？Ｍ？ 〇

Ｕ 断学紐 采用搬 １ ７ ． ０ 软件进行分析 ，

１ 材料与方法 菌种数量差异采用 Ｘ

２

检验 。

１ ． １ 病例 资料 ＷＣ 致病假丝酵母菌 ３ １ １ 株 （ 非２ 结果

妊娠致病菌 １ ９４ 株 ， 妊娠致病菌 １ １ ７ 株 ） ，

ＲＶＶＣ 致—山 ｍ

病雛 １ ０８ 株 （ 分别属 于 ３ １ 例非妊娠患者及 ２３ 例
ｔｍ

ＶＣ 、ＶＶＣ 患＇者基本情况

＋＾
允 中 ’

ｆ ^

妊娠患者 ） ， 均来 自 昆 明 医科大学第
－

附属 医 院＠
患、者 ± ５ ＿６３

） 岁

Ｉ

其 中
／

产科门诊 。 患者均不存在免疫相关性疾病及糖尿病
１ ９４ 菌

Ｔ
株 ） ，

ＲＶＶ

＃

Ｃ 患

 诊及 同一年 内再次获得复发期致舸菌株者 ， 所有患

ｗ ｍ － ｕ －

２ 丨 接收 者年龄 、体重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妊娠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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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
２８ ．９７± ３ ．５ １

） 岁 ， 妊娠周数 １ ０￣ ４０ 周 ， 其中
技 术带头 人后 备 人 才培 养项 丨

：
丨 （ 编 号 ：

２〇 丨 ２＿ ９ ）
；动ＶＶＣ 患 者 阴 道假 好 酵母 菌 １ １ ７ 株 ，

ＲＶＶＣ 患 者 ２ １

雀医学学科带头 人培养项 目 （ 编 皆 ：
》 －

２〇 １ ２２ ５ ） ＾

^

作 者单位 ： ｌｉ 丨晒秋学第－附麵 院
１

产科 、

２

ＩＨ科删 ６ ５〇〇３ ２
例 ， 同样为－年 内 获 彳守首诊和 夏 发致病菌株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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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因 ＲＶＶＣ 患者
一年内获得 ３ 次发病期 白带患者例数

ｊ
ｉ ｎ ｃｏｏｋ ｉ ｅ＠ １ ６３ ． ｃｏｍ 过少 ，故本研究只统计 了 首诊和 ￣■次复诊 ， 共两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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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期 ＲＶＶＣ 患者阴道致病假丝酵母菌的病原情况 ，

３ ８ ．７ １ ％
， 其余还有热带假丝酵母菌 （

２２ ．５ ８ ％） 、 克

分别 以初发和复发描述 。 柔假 丝 酵 母 菌 （
１ ２ ． ９０％） ， 近 平 滑 假 丝 酵 母 菌

２ ． ２ＲＷＣ 、
ＶＶＣ 致病假丝酵母菌菌种构成 比分 （

９ ．６ ８％
） 等 ，

ＲＶＶＣ 患者初发时检 出 非 白 假丝酵母

析 １ ９４ 株非孕 ＶＶＣ 致病假丝酵母菌 中 ， 白假丝酵菌 ４ 种 ， 复发时检出非 白假丝酵母菌 ６ 种 ， 均以光滑

母菌 １ ６３ 株 ， 占 ８４ ． ０２％
， 非 白 假 丝 酵母 菌 ３ １ 株假丝酵母菌最为 多见 。 妊娠 ＶＶ Ｃ 患 者检 出 非 白 假

（
１ ５ ．９８％

 ） ；
妊娠 ＶＶＣ 致病假丝酵母菌 １ １ ７ 株 ， 其中丝酵母菌 ７ 种 ， 妊娠 ＲＶＶＣ 患者初发 、复发时检 出非

白假丝酵母菌 ８７ 株 ， 占 ７４ ．３ ５％
， 非 白 假丝酵母菌白假丝酵母菌种类分别 为 ３ 种和 ５ 种 ， 均 以光滑假

３０ 株 ， 占 ２５ ． ６４％
。 妊娠 ＶＶＣ 患者非 白假丝酵母菌丝酵母菌最为多见 ， 菌种构成状况与非孕患者相似 。

构成 比 显著高 于非孕 ＶＶＣ 患者 （ ｘ

２

＝ ４ ． ３ ２ １
，

Ｐ＝对不 同组别患者非 白假丝酵母菌检出菌种数进行统

０ ． ０４
） 。 非孕 Ｋ Ｖ ＶＣ 患者 ３ ３ 例 ， 初发时 白 假丝酵母计学分析显示 ： 除妊娠 ＲＶＶＣ 复发患者显著高于非

菌 占 ７ ８ ．７９％
、非 白 假丝酵母菌 占 ２ １ ．２ １ ％

 ； 复 发时孕 ＶＶＣ 患者 （
Ｐ＝０ ．０４７

） 外 ， 其余各组间 的非 白 假

白假丝酵母菌 比例减少至 ６３ ． ６４％
， 非 白 假丝酵母丝酵母菌检 出 种类 比较 ， 差 异无统计学意 义 。 见

菌增加至 ３ ６ ．３ ６％
， 该 白假丝酵母 、非 白 假丝酵母菌表 ２

。

构成比与非孕 ｖｖｃ 患者 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３

（ ｘ

２

＝ ７ ． ６３ ２
，

Ｐ ＝ ０ ． ０ １ ４
） 。 虽然妊娠ＲＶＶＣ复发病

Ｖ１

例 中 （
２ １ 例 ） 白 假丝酵母菌 比例仅 为 ５ ７ ． １ ４％

， 较妊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为 ＲＶＶＣ
、
ＶＶＣ 患者 的

娠 ＲＶＶＣ 初 发 病 例 的 ７ １ ． ４３％ 和 妊 娠 ＶＶＣ 患 者阴道致病假丝酵母菌 ， 每一类患者均包括妊娠和非

７４ ．３ ５％ 的 比例有所降低 ，但三组间 白假丝酵母菌及妊娠妇女 。 结果显示 ： 非孕 ＶＶ Ｃ 患者阴道 白假丝酵

非 白假丝酵母菌构成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不 同母菌的检出 比例最高 ， 为 ８４ ． ０２％
， 与国 内何亮 等

１

２
］

ＲＶＶ Ｃ
、
ＶＶＣ 患者阴 道 白 假丝酵母菌 与非 白 假丝酵８４ ．９ １ ％ 的报道接近 ， 略高于国 外 ７６ ．３％ 的报道

１

，

母菌构成比见表 １
。 提示对于普通 ＶＶＣ 患者 ， 白假丝酵母菌仍为主要的

致病菌种 。 妊娠 ＶＶＣ 患者 阴道 白 假丝酵母菌 的检

出 比例 为 ７４ ． ３ ５％
， 介于报道 的 ６０ ． ０％￣ ８０ ． ２％ 之

患 者

１

ｎ 假丝－ｍ 糊麵 母 菌 合 ｉ厂 间
４

＇提示妊娠期 ＶＶＣ 患者同样 以 白 假丝酵母菌

非孕 Ｖ Ｖ Ｃ １ ６ ３ （
８４ ． ０ ２

） ３ １

（
１ ５ ． ９ ８

） １ ９４
（ 

１ ００
）感染为主 。 由此可见 ， 无论妊娠与否 ，

ＲＶＶＣ 和 ＶＶ Ｃ

非 孕 Ｒ Ｖ Ｖ Ｃ 初 发 ２６
（
７ ８ ． ７９ ） ７

（
２ １ ． ２ １

） ３ ３
（

１ ００
）患者的阴道致病假丝酵母菌仍均 以 白假丝酵母菌最

非 孕 丨 ｛ Ｖ Ｖ Ｃ
复发 ２  丨

（
６ ３ ． ６４

）

． ＊

 １ ２
（
３ ６ ． ３６ ）

－

３ ３
（

１ ００
）为名 

Ｉ

Ｊ
１

妊娠 Ｖ Ｖ Ｃ ８ ７
（

７４ ． ３ ５
） ３０

（
２５ ． ６４

）

＊

 １ １ ７
（

１ ００
）乃＆ ｊＬ ｉ 〇

—

妊娠ＲＶ Ｖ Ｃ 初 发 １ ５
（
７ １ ． ４ ３

） ６
（
２ ８ ． ５ ７

） ２ １

（
１ ００

）本研究显示 ： 无论妊娠与否 ，
ＲＶ ＶＣ 患者初诊病

妊娠 丨 ｉＶＶＣ 复发 １ ２
（  （

５ ７ ． ⑷ ９
（
４２ ． ８６

） ２ １
（

１ ００
）例的 阴道 白假丝酵母菌检 出 比例与 ＶＶＣ 患 者没有

４ １ Ｎ 孕 ｗ ｃ ｍ 比较 ：

７ ＜ 〇 ． 〇Ｗ ＜ 〇 ． 〇 ｌ显著差异 ，但当患者 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复发时 ， 白

２ ． ３ＲＶＶＣ 、
ＶＶＣ 患者致病非 白 假丝酵母菌菌种假丝酵母菌感染 的 比例会 明 显下 降 ， 非 白 假丝酵母

分析 除 白假丝酵母菌外 ， 非孕 ＶＶＣ 患者共检 出 非菌感染的 比例会相应增加 ， 提示 ＲＶＶＣ 复发时存在

白 假丝酵母菌 ６ 种 ， 其 中 光滑假丝酵母菌 １ ２ 株 ， 占新致病假丝酵母菌菌种 即 非 白 假丝酵母菌 的再感

表 ２Ｒｖｖｃ
、
ｖｖｃ 患者 阴道非 白假丝酵母菌鉴定结果 ！＞ （

％ ） ］

＾ 非倒  妊＿—



Ｖ ＶＣ


Ｒ Ｖ Ｖ Ｃ初 发Ｒ Ｖ Ｖ Ｃ
釔发 Ｖ Ｖ Ｃ



Ｒ ＶＶ Ｃ初发Ｒ Ｖ Ｖ Ｃ复发

光滑假丝酵母菌 １ ２
（
３ ８ ． ７ １

） ３
（
４ ２ ． ８５ ） ５

（
４ １ ． ６ ８

） １ ４
（
４６ ． ６７

） ３
（
５０ ． ００

） ４
（
４４ ． ４５ ）

热带假 丝酵母 菌 ７
（
２２ ． ５ ８

） ２
（
２ ８ ． ５ ７

） ３
（ ２５ ． ００

） ７
（
２３ ． ３ ３

） ２
（
３ ３ ． ３ ３

） ２
（
２２ ． ２ ２

）

克柔假丝 酵母菌 ４
（

１ ２ ． ９０
）Ｋ Ｉ ４ ． ２９

）Ｋ ８ ． ３ ３
） ３

（
１ ０ ． ００

） ０ １
（

１ １ ． １ １
）

近平滑假丝酵 母彌 ３
（
９ ． ６８ ） １

（
１ ４ ． ２９

） １

（
８ ． ３ ３

） ２
（
６ ． ６７

） ０ １
（

１ １ ． １ １

）

予 也蒙假丝酵 母荫 ３
（
９ ． ６ ８

） ０ １

（
８ ． ３ ３

） ２
（
６ ． ６７

） １
（

１ ６ ． ６ ７ ） １
（

１ １ ． １ １
）

法式假丝酵母菌 ２
（
６ ． ４５

） ０Ｈ ８ ． ３３
） １

（
３ ． ３ ３

） ０ ０

挪威假 丝 酵母菌 ０ ０ ０ １
（
３ ． ３ ３

） ０ ０



３ １

（
１ ００ ）



７
（

１ ００
）



１ ２
（

１ ００
）



３ ０
（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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