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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门诊阴道分泌物检验结果的分析
史岩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吉林 吉林 132000）

摘要：目的：分析妇产科门诊阴道分泌物检验结果。方法：2020年 1月至 2022年 1 月期间，选取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收治的妇科疾病患者，样本总量为 300例。300例患者均实施阴道分泌物检查，观察 300例妇科疾病患者的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

其中包括阴道清洁度、pH值、细菌感染及阴道炎种类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年龄、不同季节患者的阴道炎感染情况。结果：阴道清洁

度异常患者占比 59.67%（179/300），其中阴道清洁度Ⅰ级患者最少[8.33%（25/300）]，而Ⅲ级患者最多[38.00%（114/300）]；阴道 pH

值异常患者占比 58.00%（174/300）；确诊为阴道炎患者共计有 188例，占比 62.67%（188/300），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阴道炎、细菌性阴

道炎、滴虫性阴道炎、2种及以上感染者分别为 78例、49例、34例、27例。根据患者所属年龄阶段的不同划分为不同年龄段，其中 36-55

岁者的阴道炎患病率较高，尤其是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炎、2种及以上感染。另外，根据季节的不同将阴道炎患者进行

不同划分，其中夏季是各种类型阴道炎的高发季节。结论：对于妇科疾病患者患者而言，对其实施阴道分泌物具有重要意义，其有助于及时

发现阴道问题并明确其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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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分泌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白带，其在正常情况下呈现白色或乳

白色，透明、絮状、微腥(或无味)且具有一定的黏性。有相关的研究指

出，阴道分泌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女性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这

是由于阴道分泌物的性状、气味、颜色等与女性体内的阴道内环境息息

相关，一旦发生内环境失衡则极易诱发各种类型的妇科疾病，阴道炎便

是其中发病率较高的一种[1，2]。患有阴道炎后，患者往往感觉到阴道瘙

痒、白带异常且伴有异味，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且由于发病

部位较为隐私，导致部分患者伴有较大的心理负担而延误就医，导致疾

病进展
[3]
。阴道分泌物检查是有效诊断妇科疾病的一种重要手段，加之

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前来就诊的妇科疾病患者增多，尤其是

阴道炎患者，因此，加强对妇产科门诊阴道分泌物检验结果的分析至关

重要[4]。基于此种情况笔者对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实施阴道

分泌物检查的 300例患者检查结果展开了详细分析，现进行如下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选取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收治的妇科疾病患者，样本总量为 300 例。统计患

者的一般资料，在年龄方面，最小为21岁，最大64岁，平均年龄在（44.64

±10.25）岁。纳入标准：患者年龄均为 18-70 岁之间；均伴有白带异

常、外阴瘙痒、阴道分泌物异常增多等临床表现[5]；均对患者充分告知

相关研究事项后，由其本人自主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伴有妇科

恶性肿瘤、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入组前 1周内阴道内用药者或者服用

过相关的治疗药物者。

1.2 方法

300 例患者均实施阴道分泌物检查，对其检查结果进行分析。

（1）标本采集：嘱患者进行阴道分泌物采集前 1d避免性生活，且

需要避开月经期。取截石位，利用一次性阴道扩张器使得患者阴道得以

充分暴露，利用无菌棉拭子从患者阴道外刮取少量的阴道分泌物，并将

其置入生理盐水之中送检
[6,7]

。

（2）检查方法：将采集到的阴道分泌物制成涂片，利用显微镜对

其阴道清洁度、细菌感染情况进行观察与分析[8，9]。

1.3 观察指标

观察 300 例妇科疾病患者的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其中包括阴道清

洁度、pH值、细菌感染及阴道炎种类情况[10]；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年龄、

不同季节患者的阴道炎感染情况[11]。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分析对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用（ x ±s）表示，计数资料用[n（%）]表示。

2结果

2.1 300 例妇科疾病患者的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分析

（1）在阴道清洁度方面，正常为Ⅰ-Ⅱ级，Ⅰ级、Ⅱ级、Ⅲ级、Ⅳ

级患者分别占比 8.33%（25/300）、32.00%（96/300）、38.00%（114/300）、

21.67%（65/300），其中阴道清洁度Ⅰ级患者最少，而Ⅲ级患者最多，

阴道清洁度异常患者占比 59.67%（179/300）。

（2）在 pH 值方面，其中正常值为 3.8-4.5，<3.8、3.8-4.5、

4.5-5.5、>5.5 患者分别占比 12.33%（37/300）、42.00%（126/300）、

32.33%（97/300）、13.33%（40/300），其中 pH 值异常患者占比 58.00%

（174/300）。

（3）在细菌感染及阴道炎种类方面，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阴道炎、

细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2 种及以上感染者占比分别为 26.00%

（78/300）、16.33%（49/300）、11.33%（34/300）、9.00%（27/300），

确诊为阴道炎患者共计有 188例，占比 62.67%。对 2种及以上感染者进

行细分，其中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细菌性阴道炎、外阴阴道假丝酵母

菌+滴虫性阴道炎、细菌+滴虫性阴道炎、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细菌+滴

虫性阴道炎者占比分别为 44.44%（12/27）、14.81%（4/27）、37.04%

（10/27）、3.70%（1/27）。

2.2 不同年龄患者的阴道炎感染情况分析

根据患者所属年龄阶段的不同，将其划分为 21-35 岁、36-55 岁、

56-64 岁，36-55 岁者的阴道炎患病率较高，尤其是外阴阴道假丝酵母

菌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炎、2种及以上感染，具体数据见表 1所示。

表 1 不同年龄患者的阴道炎感染情况分析[n（%）]

年龄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

阴道炎

细菌性

阴道炎

滴虫性

阴道炎

2 种及以上

感染者

21-35 岁（n=71） 24（33.80） 16（22.54） 18（25.35） 13（18.31）

36-55 岁（n=96） 48（50.00） 27（28.13） 10（10.42） 11（11.46）

56-64 岁（n=21） 6（28.57） 6（28.57） 6（28.57） 3（14.29）

合计（n=188） 78（41.49） 49（26.06） 34（18.09） 27（14.36）

2.3 不同季节患者的阴道炎感染情况分析

根据季节的不同将阴道炎患者进行不同划分，其中夏季是各种类型

阴道炎的高发季节，具体数据见表 2所示。

表 2 不同季节患者的阴道炎感染情况分析[n（%）]

季节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

阴道炎

细菌性

阴道炎

滴虫性

阴道炎

2种及以上

感染者

春季（n=30） 10（33.33） 7（23.33） 7（23.33） 6（20.00）

夏季（n=117） 56（47.86） 32（27.35） 15（12.82） 14（11.97）

秋季（n=25） 7（28.00） 6（24.00） 8（32.00） 4（16.00）

冬季（n=16） 5（31.25） 4（25.00） 4（25.00） 3（18.75）

合计（n=188） 78（41.49） 49（26.06） 34（18.09） 27（14.36）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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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性而言，其由于生理结构的特殊性，发生妇科疾病的概率相

对较高[12]。有相关的临床研究指出，阴道炎是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及

身心健康的妇科疾病之一，导致患者发生此类疾病的重要原因在于患者

自身卫生意识淡薄、阴道被相关细菌感染等，例如不洁性生活、经期不

注意阴道卫生等
[13，14]

。作为保护女性健康的一道重要屏障，女性阴道具

有较强的自我净化能力，在其内环境平衡的状态下，其能有效清除致病

菌，一旦内环境紊乱则极易发生阴道炎等妇科疾病，严重危害女性的身

体健康与正常的工作、生活
[15,16]

。因此，有相关的研究指出，增强对女

性的阴道分泌物检查以及提升女性健康意识，从而提高患者对于阴道清

洁卫生的认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如有不适，

及早检查、及早诊断与治疗是防治妇科疾病重要的手段[17]。对此，笔者

开展此次研究，针对近年来收治的妇科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妇产科门诊阴道分泌物检验结果。本研究结果显示：阴道清洁度异

常患者占比 59.67%（179/300），其中阴道清洁度Ⅰ级患者最少[8.33%

（25/300）]，而Ⅲ级患者最多[38.00%（114/300）]；阴道 pH 值异常

患者占比 58.00%（174/300）；确诊为阴道炎患者共计有 188例，占比

62.67%（188/300），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炎、滴

虫性阴道炎、2种及以上感染者分别为 78 例、49 例、34例、27例。根

据患者所属年龄阶段的不同划分为不同年龄段，其中 36-55 岁者的阴道

炎患病率较高，尤其是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炎、2

种及以上感染。另外，根据季节的不同将阴道炎患者进行不同划分，其

中夏季是各种类型阴道炎的高发季节，临床医生需嘱患者注意防范。上

述结果提示，在妇科疾病患者中阴道炎的发生率较高，尤其是针对 36-55

岁者应加强相关的健康宣教，并提高其防治意识，另外夏季属于阴道炎

的高发季节，注意提醒患者保持阴道卫生。

综上所述，对于妇科疾病患者患者而言，对其实施阴道分泌物具有

重要意义，其有助于及时发现阴道问题并明确其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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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当前孕产妇对妇幼保健服务的认知程度与优生优育、全

面提高人口素质水平的要求仍存在着一定差距，而网络信息是孕产妇了

解相关知识内容的主要渠道；工作实践中，应结合影响孕产妇妇幼保健

服务认知的相关因素，有效利用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结合不同孕产妇

的信息获取习惯及知识水平，加大宣传力度、为其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

妇幼保健服务。略;低收入、低学历、无医保的人群是健康宣教的重点

目标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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