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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方案治疗女性非淋菌性尿道炎疗效观察

郑新莺
,

蔡 东平 福建省仙游县皮肤性病防治院
,

福建 仙游

摘要 目的 观察二种方案治疗女性非淋菌性尿道炎的 疗效
,

防止复发的有效方 法
。

方法 对 例 患者随机

分为 组 治疗组和对照组
,

治疗组采用联合用 药
,

口服 阿奇霉素 氧氟沙星 多西环素
,

对照组单服阿奇

霉素
,

疗程
。

结果 治疗组有效率为
,

复发率为 对照组有效率为
,

复发率为
。

结论 联

合用药治 疗女性非淋菌性尿道炎是较好的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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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淋菌性尿道炎 (N G U )极大影响妇女的身心健

康和生活质量
,

严重威胁人类生殖健康
,

N G U 的病

原体为支原体和衣原体
,

目前治疗 N G U 方法很多
,

但复发率高
,

难于根治
,

这可能与疗程用药单一及剂

量不规范有关
。

我院性病门诊应用阿奇霉素 以及阿

奇霉素 + 氧氟沙星 十 多西环联合应用对 90 例女性

NG u 进行治疗 比较
,

以观察其疗效
,

现报告如下
:

原体进行培养鉴定
。

检测结果
:90 例患者中沙眼衣

原体 C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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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染 者 23 人 占

26 % :分解尿素支原体 U U ( u
reaplasm a urealytieum )

感染者 25 人占 33 %
,

混合感染者 49 人占 55 %
。

2 治疗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
.
1 病例 选择 90 例女性 NG U 患者均来 自 2001

年 3 月 一 2 0 0 3 年 3 月我 院性病 门诊
,

10
d 内均未用

任何抗生素
,

年龄 18 ~ 45 岁
,

平均 25 岁
,

病程最长

者 3 一 4 月
,

最短 10 d
,

其中 60 例有明显症状
,

主要表

现为白带增多
,

外阴疫痒
,

灼热或排尿不适及下腹部

不适
,

3 0 例无明显症状
,

因配偶患有 NG U 而要求检

查
,

取材时发现大部分患者宫颈水肿
、

充血或糜烂
。

1

.

2 N G U 检测 方 法及 结果 样本采集
:
按性病 门

诊常规用摄子采集宫颈 内分泌物
。

病原体检测
:
用

珠海银料生物技术应用研究所试剂盒对衣原体
、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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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例患者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
,

每组 45 例
。

治疗组采用阿奇霉素首次 口服 1
.
0 ,

第 2 天起阿奇霉素 0
.
s qd 十 氧氟沙星 0

.
Zbi d 连服 l

周
,

后用多西环素 0
.
lbi d 替换 氧氟沙星再服 1 周

。

对照组采用阿奇霉素首次 1
.
0 口 服

,

尔后 0
.
s qd ,

疗

程 14 d 。

2

.

1 疗效判定标准 两组患者均于停药后 2 周复

查
,

病原体检测仍用培养法
,

痊愈为临床症状和体征

消失
,

病原体检查阴性 ;显效 为临床症状
、

体征明显

改善
,

病原体检查阴性 ;无效 为临床症状
、

体征无明

显改善
,

病原体检查 阳性
。

痊愈患者分别于治愈后

1 月
、

3 月取材复查
。

2

.

2 治疗结果 疗效和复发率分别见表 1
,

表 2
。



表 1

组另11 例数

9 0 例 N G U 患者治疗结果

痊愈 显效 无效

例数 例数 % 例数 %

6�0QOC, 1

4 6气 飞�气44治疗组

对照组

经统计学卡方检验
,

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

着非常显著性差异 (x
, 二 9 6

.
2 9 1 > x

;

0、 ,

p
<

0

.

0 5
)

。

表 2 两组治愈者复发率随访结果

组别 例数
随访观察时间

l 个月 3 个月
复发率(% )

治疗组

对照组

40

36

2
.
3 不 良反应 大部分患者用药期间均无明显的

不良反应
,

6 例患者有不 同程度的上腹部不适
,

但不

影响治疗
。

寄居于 泌尿生殖道豁膜
,

在特定环境下诱发生殖道

炎症
,

若不及时给予治疗
,

可能导致生殖系统炎症
,

引起不孕
、

不育
、

胎儿宫内感染
、

流产等不 良后果
,

对

妇女危害极大
。

为了有效 防治衣原体和支原体感

染
,

治疗前应进行检查培养
,

选择较适当药物
。

从治

疗结果看治疗组有效率 100%
,

对照组有效率 85 %
,

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

说明联 合用药优于单一用

药
。

N G U 治疗结果观察阿奇霉素是治疗 NG U 的有

效方法之一
,

但复发率高
,

可能是广泛使用抗生素 由

于基因突变或获得性耐药基 因
,

衣原体和支原体对

曾敏感的抗 生素也会产生 耐药
。

本 院采用 联合 用

药
,

目的是减少耐药性
,

减少复发
,

同时要早诊断
,

及

时适量用药
,

疗程足够长
,

当然性伴要 同时治疗
,

观

察治疗效果
,

联合用药治疗 N G U 应是首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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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衣原体和支原体是女性 N G U 常见病原体
,

通常

用后效应理论分析抗菌药物给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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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本文通过对抗菌药物给药方案进行分析
,

探讨利 用 后 效应理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的 必要性
。

方

法 :运用后 效应理论对不 同抗菌药物 给药方 案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
。

结果 :全 院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54
.
5 %

。

符合抗生素后效应给药方案 占当 日使用抗菌药物 总例 数的 44
.
4 %

,

不符合的 占55
.
6 %

。

结论 :后效应理论

在优化给药方案
,

为临床合理 用药方面提供 了循证依据
。

关键词 后效应 ;抗菌药物 ;给药方案

中图分类号 :R g 1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 一 0 1 1 1 ( 2 0 0 4 ) 0 5
一 0 2 8 2 一 0 2

抗菌药物后效应 (P A E )是指细菌与抗生素短暂

接触
,

当清除药物后
,

细菌生长仍受到持续抑制的现

象
。

由于抗菌药物是医 院用药中消耗数量最多的一

类药物
,

品种多
,

使用频率高
,

不合理使用的现象较

为普遍
,

不但增加药物不 良反应发生率
,

而且造成卫

生资源 的浪 费
。

为了解我 院抗 菌药物使 用现状
,

20 03 年 7 月 25 日对住院患者抗菌药物静脉注射给

药方案进行调查
,

旨在利用 P A E 理论指导临床合理

用药
,

为临床医生设计最佳给药方案提供参考
。

全部临床科室长期医 嘱中抗菌药物静脉给药方案
。

依据《新编药物学》第 巧 版抗菌药物分类 川
,

对患

者使用抗菌药物的名称
、

用法及用量
、

给药间隔和使

用频率进行统计
。

2 结果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我院
“

军卫一 号
”

网络微机提供 的

2
.
1 抗 菌药 物使 用率 当 日住 院患者 56 5 人

,

使

用抗 菌药物患者 308 人
,

抗 菌药物患 者使 用率 为

54
.
5 % 。

使用率最高的科室是胸外科
,

使用率最低

的科室是神经内科
。

2

.

2 抗菌药物 种类及使用频 率 全院当日使用抗

菌药物共 9 类 40 种
,

分别是¹ 头抱菌素类
:
头抱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