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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妊娠期妇女白带常规检测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1年12月到本院妇产科进

行就诊的2784例受检妊娠期妇女的白带标本，用常规镜检法对白带的清洁度、细菌性阴道病(BV)、滴虫

和霉菌进行检测分析。结果：2784例受检者中，共检测出阴道感染者有368例(13.22%)，其中单一感染

者有330例(11.85%)，混合感染者有38例(1.37%)；检测出清洁度II度者1319例(47.38%)，III度者962
例(34.55%)，IV度者503例(18.07%)。阴道清洁度II度的检出率最高，III度次之，IV度最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年龄组阴道病原体感染率不同，>40岁组感染率17.24% (35/203)高于

21~30岁组12.90% (138/1070)和31~40岁组12.91% (195/1511)。结论：白带常规检查为孕妇阴道感

染情况提供临床诊断依据，以对患者进行及时有效地治疗，可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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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sults of routine examination of leucorrhea in pregnant women. 
Methods: The cleanliness of leucorrhea, Bacterial Vaginosis (BV), trichomoniasis and mold were 
analyzed by routine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in 2784 pregnant women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Results: Among the 2784 leucorrhea cases, 368 cases (13.22%) were vaginal-
ly-infection, including 330 (11.85%) patients with single vaginal infection and 38 (1.37%) patients 
with mixed vaginal infection. Cleanliness II degree of 1319 cases (47.38%), III degree of 962 cases 
(34.55%) and IV degree of 503 cases (18.07%). The cleanliness II degre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II and IV degree (P < 0.05). The infection rate of vaginal pathogens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the infection rate of >40 age group 17.24% (35/203) was higher than 21~30 age group 
12.90% (138/1070) and 31~40 age group12.91% (195/1511). Conclusions: The routine examina-
tion of leucorrhea can provide clinical basis for vaginal infection in pregnant women, so as to pro-
vide timely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hich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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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阴道分泌物俗称白带，主要是由女性生殖系统分泌出的一种白色液体，包括阴道渗出物、宫颈腺体

分泌物等[1] [2]。阴道炎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临床上主要包括外阴阴道假丝酵母病(Vulvovaginal 
candidiasis, VVC)、细菌性阴道病(Bacterial vaginosis, BV)和滴虫性阴道炎(Trischomonas vaginosis, TC) [3]
等。通过阴道分泌物检测可更直观地进一步了解女性生殖系统的生理病理情况的常用检测方法，为临床

诊疗提供重要的临床依据。女性的阴道微生态环境复杂多变，可能与年龄、激素水平、PH 值和怀孕等因

素相关，而妊娠期是女性的一个特殊生理期，据陈悦等[4]研究报道妊娠期妇女阴道 PH 值下降及体内生

理激素升高，其下生殖道病原体感染率较非孕妇高。刘静[5]研究报道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阴道微生

态失调率升高。为了解本院妊娠期妇女阴道疾病的感染情况，笔者对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于我院

就诊的妊娠期妇女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和统计，以了解妊娠期妇女阴道感染情况并为临床提

供依据。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收集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于我院妇产科就诊的 2784 例妊娠期妇女白带标本，年龄 21~45 岁，

平均(32.27 ± 5.33)岁。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仪器与试剂 

本研究主要使用 OLYMPUS CX23 光学显微镜进行镜检，使用的试剂有生理盐水、10%的 KOH 溶液

以及由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细菌性阴道病快速检测试剂盒(唾液酸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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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检测方法 

2.3.1. 清洁度、霉菌和滴虫检测 
采用生理盐水直接涂片，显微镜下分析清洁度、检查有无滴虫，然后滴 10%的 KOH 溶液，检查有

无真菌及菌丝。 

2.3.2. 细菌性阴道病(BV)检测 
严格按细菌性阴道病(BV)快速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和结果判读。首先打开 BV 检测瓶，将取

样拭子浸入检测瓶溶液中，轻轻搅动混匀，然后将检测瓶温育(37℃) 5 分钟后，加入 2 滴显色剂轻摇混匀，

3 分钟之内读取结果。检测瓶内液体显蓝色或绿色，为阳性；检测瓶内液体显黄色，为阴性。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来表示，率用 x2 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妊娠期妇女阴道感染情况分析 

2784 例妊娠期妇女白带标本中共检测出感染病原体的标本有 368 例，检出阳性率为 13.22%，其中为

单一感染型阴道炎有 330 例(11.85%)，存在混合感染型阴道炎有 38 例(1.37%)，其白带标本病原体类型及

分布情况见表 1。霉菌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细菌性阴道病和滴虫(P < 0.05)。 
 

Table 1. The vaginal pathogen type and distribution of 2784 leucorrhea samples 
表 1. 2784 例白带标本中病原体类型及分布情况 

病原体 检出阳性例数(n) 检出阳性率(%) 

细菌性阴道病 100 3.59 

滴虫 7 0.25 

霉菌 223 8.01 

细菌性阴道病 + 滴虫 1 0.04 

细菌性阴道病 + 霉菌 37 1.33 

合计 368 13.22 

3.2. 妊娠期妇女阴道清洁度检出情况分析 

2784 例妊娠期妇女白带标本中，检测出清洁度 II 度的有 1319 例(47.38%)，III 度有 962 例(34.55%)，
IV 度有 503 例(18.07%)。阴道清洁度 II 度的检出率最高，III 度次之，IV 度最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3.3. 不同年龄组妊娠期妇女阴道病原体感染情况 

本研究根据妊娠期妇女的年龄不同将其分为 21~30 岁组、31~40 岁组和>40 岁组，各组检测例数分别

为：1070 例、1511 例和 203 例，通过分析各年龄组妊娠期妇女阴道病原体的感染率情况如下：21~30 岁

为 12.90% (138/1070)，31~40 岁为 12.91% (195/1511)，>40 岁为 17.24% (35/203)，见表 3。21~30 岁组与

31~40 岁组病原体的感染率无明显差异，而>40 岁组病原体的感染率高于 21~30 岁组和 31~40 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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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vaginal cleanliness degree of 2784 pregnant women 
表 2. 2784 例妊娠期妇女的阴道清洁度检出情况 

阴道清洁度 检出例数(n) 检出率(%) 

II 度 1319 47.38 

III 度 962 34.55 

IV 度 503 18.07 

 
Table 3. The infection rate of vaginal pathogen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表 3. 不同年龄组阴道病原体感染率 

年龄组 总例数(n) 检出例数(n) 感染率(%) 

21~30 岁 1070 138 12.90 

31~40 岁 1511 195 12.91 

>41 岁 203 35 17.24 

4. 结论 

阴道炎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妇科感染性疾病。一般正常情况下，健康女性阴道中有许多细菌定植，

且各种菌群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处于一种微生态平衡状态，从而维持女性阴道的生态平衡，但如

果受到外界及自身因素的影响引起阴道内菌群失调而导致其微生态平衡被打破，则会引发各种病原体感

染，引起阴道分泌物异常，最终导致阴道炎的发生[1] [6]。妊娠期是女性的一个特殊生理期，其体内的激

素比非妊娠期女性高，且阴道微生态环境及菌群的结构也孕妇本身的机体免疫功能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故使得孕妇发生阴道感染的风险有所提高。据研究报道[7] [8] [9]，妊娠期妇女生殖道感染引起白带异常、

外阴瘙痒等，对孕妇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导致孕妇宫内感染、胎膜早破、早产及新生儿感

染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显示，2784 例妊娠期妇女白带标本中，检测出感染病原体的标本有 368 例，检出率为

13.22%，其中滴虫、细菌性阴道病和霉菌的检出率分别为 0.25%、3.59%、8.01%，且霉菌的检出率明显

高于滴虫和细菌性阴道病(P < 0.05)，与李梅[10]等研究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孕妇体内雌激素水平增高，

其阴道黏膜出现水肿和充血现象，使其通透性增加，导致阴道分泌物增多，进而引起阴道的局部微生态

环境改变，更有利于霉菌的生长和繁殖，更容易引起阴道发生真菌感染[11] [12] [13]。同时，在进行白带

清洁度检查时以 II 度表示正常，III、IV 表示白带异常，当孕妇白带显示正常时主要是以杆菌和上皮细胞

为主，而当孕妇发生阴道病原体感染时，其阴道内的杆菌和上皮细胞减少而球菌和白细胞等会大大增加，

则表现出白带清洁度异常。本次研究结果可以看出，2784 例妊娠期妇女白带标本清洁度检查发现 II 度清

洁率为 47.38% (1319/2784)，明显高于 III 度的清洁率 34.55% (962/2784)和 IV 度的清洁率 18.07% 
(503/278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阴道白带的清洁度反映着阴道的健康状况，虽然正常清洁度

高，但仍然要注意个人卫生、饮食生活习惯等，以预防发生病原体感染。 
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妊娠期妇女阴道病原体感染情况分析发现，>40 岁组病原体的感染率高于 21~30

岁组和 31~40 岁组，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免疫力有所下降，也可能是由于孕妇体内激素水平的改

变导致阴道微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病原体更容易入侵而发生阴道炎。但由于时间、基金等多方面因素的限

制，未能对妊娠期女性的饮食习惯、个人卫生习惯、作息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也未能对孕妇孕前、孕

后的激素水平变化及白带常规等进行持续监测以更进一步了解孕妇体内的激素水平的变化与阴道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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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女性阴道微生物菌群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内激素水平以及机体免疫力的改变而发生相应

的改变，特别是在妊娠期间，由于孕妇体内激素水平增高，其阴道内环境糖原水平也会有所升高、分泌

物增加等变化容易引起阴道内微生物菌群失调，故孕妇要进行定期检查，做好预防措施，做到早发现早

治疗，有利于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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