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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支原体感染与女性泌尿生殖道疾病相关性研究进展
林艳，马微，吕金凤

（张家口学院，河北张家口０７５０００）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生殖支原体（Ｍｇ）感染与女性泌尿生殖道疾病的相关性研究进展。Ｍｇ是寄生于人体泌尿生

殖道的微生物。在女性中，其感染与多种泌尿生殖道疾病相关。Ｍｇ感染是宫颈炎的重要病因，可上行引发盆腔炎，在尿

道炎、阴道炎方面，Ｍｇ感染也会导致相应症状，且常与其他病原体混合感染增加治疗难度。其诊断主要依靠核酸检测

法，治疗多采用大环内酯类和喹诺酮类等抗生素。随着检测技术发展，对 Ｍｇ感染与女性泌尿生殖道疾病相关性认识不

断深入，这将为女性泌尿生殖道疾病的防治提供更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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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支原体（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犵犲狀犻狋犪犾犻狌犿，Ｍｇ）是一种寄生于

人体泌尿生殖道的微生物，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由于其独特

的生物学特性，Ｍｇ已成为性传播疾病的一个重要病原体。研

究发现，Ｍｇ感染与女性泌尿生殖道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如宫颈炎、盆腔炎性疾病等。此外，Ｍｇ对抗生素的耐药性逐渐

增强，给临床治疗带来了挑战。因此，深入探讨 Ｍｇ的感染机

制及疾病相关性，对于预防、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关于 Ｍ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病原学、流行病学、诊断技术及治

疗方案等方面，而针对其与女性泌尿生殖道疾病相关性的研究

仍需进一步深入。

１　犕犵的生物学特性与致病性

１．１　Ｍｇ生物学特点　Ｍｇ属于柔膜体纲支原体目，是一种介

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微生物，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能够自

我复制的最小的微生物［１］。１９８１年 Ｍｇ首次在两个患有非淋

菌性尿道炎的男性的尿液样本中发现［２］。Ｍｇ呈球形或丝状，

无细胞壁，由三层膜结构组成，主要寄生于人体泌尿生殖道上

皮细胞表面，可以通过黏附、侵入和释放毒素等方式引起感染。

Ｍｇ缺乏细胞壁，能够抵抗宿主的免疫系统，并对多种抗生素表

现出耐药性。Ｍｇ作为在医学领域备受关注的性传播感染病原

体，在性传播疾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Ｍｇ已经成为非

淋球菌性尿道炎（ｎｏｎｇｏｎｏｃｏｃｃａｌｕｒｅｔｈｒｉｔｉｓ，ＮＧＵ）的第二大主

要原因，其所占比例在所有 ＮＧＵ 病原体中达到 １０％ ～

３０％
［３］。

１．２　Ｍｇ致病性　Ｍｇ的致病性主要体现在对泌尿生殖道黏

膜的黏附和侵袭能力，以及对宿主免疫系统的逃避能力。这种

微生物能产生多种酶类，帮助其降解宿主细胞的成分，从而获

取营养并破坏细胞结构。

Ｍｇ是一种呈瓶状形态的微生物，其末端细胞器呈现出轻

微的弯曲特征［４］。Ｍｇ能够附着在宿主的上皮细胞表面。当上

皮细胞的受体与 Ｍｇ及其表面的脂蛋白发生结合时，会触发一

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这种结合会导致促炎信号通路的激活，

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炎症反应［５］。这些反应包括趋化因子的释

放，这些趋化因子能够吸引白细胞向感染部位迁移。随着白细

胞的聚集，感染部位会出现炎症反应，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免疫

应答和组织损伤［６］。因此，Ｍｇ的感染不仅会引起局部的炎症

反应，还可能引发全身性的免疫反应，对宿主的健康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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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Ｍｇ细胞膜表面富含多种脂质相关膜蛋白，能够与宿主细

胞内的凝集素发生特异性结合，引发凝集反应，导致宿主细胞

的结构和功能受损，甚至可能导致宿主细胞的死亡［７］。随着宿

主细胞的损伤和死亡，其正常的生理功能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 Ｍｇ的致病性。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不仅

使得 Ｍｇ的致病机制更加复杂，也为临床治疗带来了新的挑

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研究人员需要深入理解 Ｍｇ与宿

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开发出新的治疗策略，以期能

够有效抑制这种凝集反应，减轻宿主细胞的损伤，从而改善疾

病的治疗效果。

Ｍｇ感染还会影响宿主的免疫系统功能，抑制炎症细胞的

活性，使机体对其他病原体的抵抗力下降。这种免疫抑制作用

不仅加剧了 Ｍｇ感染的严重性，还可能增加患者患其他性传播

疾病的风险。此外，Ｍｇ还能释放毒素，引发局部炎症反应，进

一步导致组织损伤，使 Ｍｇ感染不仅增加了治疗的难度，还可

能引发慢性炎症，对女性的生殖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１．３　Ｍｇ流行病学特点　由于 Ｍｇ感染率的差异性，各国医疗

机构应重视对 Ｍｇ的监测和预防工作，特别是在性传播疾病高

发区域。感染 Ｍｇ的患者常表现为无症状或症状轻微，这增加

了传播的风险。同时，Ｍｇ对常规抗生素的耐药性逐渐增强，给

临床治疗带来挑战。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Ｍｇ感染与性行为习惯、卫生状况及个

人免疫力等因素密切相关。相关数据表明，Ｍｇ在不同人群中

的感染率存在差异性，在普通健康人群中的感染率为１％～３．

３％，在性高危人群中，Ｍｇ的感染率显著升高，为２％～３３％，

在不育男性中，其感染率为２％～５％
［８］。这些数据强调了在不

同人群中进行 Ｍｇ筛查和预防措施的重要性。一项深入的研

究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进步显著的国家中，

Ｍｇ的总流行率相对较低，仅为１．３％，相比之下，在发展水平

较低、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中，Ｍｇ的总流行率则显著升高，达

到了３．９％
［９］。这一发现不仅反映了经济发展与公共卫生之间

的密切关系，还揭示了不同国家在应对 Ｍｇ感染时所面临的不

同境况。此外，对高危人群实施定期筛查，有助于及早发现并

控制 Ｍｇ的传播。

２　犕犵感染与女性泌尿生殖道疾病的相关性

女性生殖道感染是一种在妇科疾病中发病率相对较高的

病症，其发生的原因通常与多种病原体的侵袭密切相关。这些

病原体主要包括细菌、病毒、支原体、霉菌和滴虫等［１０］。这些

微生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女性生殖系统，导致局部或全身的感

染症状，从而对女性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在女性泌尿生殖道

中，Ｍｇ能通过其黏附蛋白附着在细胞表面，进而引发炎症反

应，导致疾病。近期研究还指出，Ｍｇ感染可能与不孕症有关

联，突显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性。

２．１　Ｍｇ感染与尿道炎　尿道炎是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中的

一种常见病症，感染途径多样，常由个人卫生习惯不良或性行

为传播。Ｍｇ所致尿道炎症状多样，轻者表现为尿频、尿急，重

者可出现血尿、腰痛等［１１］。Ｍｏｉ等
［１２］研究发现，在首段尿液样

本中检测出 Ｍｇ的女性，相较于首段尿液样本中既没有检测出

Ｍｇ也没有检测出沙眼衣原体的女性，更容易出现从轻微到重

度的尿道炎症症状。这一发现表明，Ｍｇ的存在可能与尿道炎

症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提示在临床诊断和治疗过程中，需要

对 Ｍｇ的存在给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Ｍｇ感染引起的尿道炎若不及时治疗，可能进一步引

发上尿路感染，严重时甚至导致肾脏损伤。研究表明，Ｍｇ尿道

炎的复发率较高，患者需长期跟踪治疗，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并在性行为中采取保护措施，以降低感染风险。

２．２　Ｍｇ感染与宫颈炎　宫颈炎是指宫颈部位的炎症，可能引

起一系列症状，如分泌物增多、异味、下腹疼痛等。宫颈炎是一

种在女性中较为普遍的生殖道感染性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

率，同时还与其他一些女性生殖道疾病的发生具有密切的关

联。医学研究显示，宫颈炎往往被认为是子宫内膜炎和亚临床

盆腔感染的敏感指标，这意味着通过检查宫颈炎的存在与否，

可以间接反映出子宫内膜炎和盆腔感染的风险［１３］。

Ｌｉｓ等
［１４］研究表明，Ｍｇ感染与女性宫颈炎的风险增加之

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感染 Ｍｇ的女性患宫颈炎的风险显著高

于未感染的女性。Ｍｇ感染与宫颈炎的关联性研究显示，Ｍｇ

可通过性行为传播，并能在宫颈黏膜上定植，引发炎症，症状包

括异常分泌物、性交疼痛等。这种感染可能导致宫颈糜烂、出

血，甚至增加宫颈癌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 Ｍｇ感染会破坏宫

颈部位的正常防御机制，使得其他病原体更容易侵入并引起炎

症。宫颈炎的反复发作还可能对生育能力造成潜在威胁。研

究发现，Ｍｇ感染与宫颈黏液性质的改变有关，这可能会影响精

子的存活率和活动能力，从而降低受孕几率［１３１４］。因此，定期

进行妇科检查，尤其是宫颈癌筛查，对预防和早期诊断 Ｍｇ感

染相关宫颈炎至关重要。同时，强化性教育，提倡安全性行为，

是降低 Ｍｇ感染及宫颈炎发病率的有效措施，针对 Ｍｇ感染的

预防措施和治疗策略在女性生殖健康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

位。

２．３　Ｍｇ感染与ＰＩＤ　研究表明，Ｍｇ感染还与盆腔炎症性疾

病（ＰＩＤ）的发生存在显著联系。ＰＩＤ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一

种疾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引发不孕症、异位妊娠等严重后

果。下生殖道的炎症，包括宫颈炎和阴道炎，被认为是ＰＩＤ的

有效预测指标之一［１５］。由于这些炎症的存在可能会导致细菌

上行感染，从而引发盆腔炎性疾病，因此，及时识别和治疗下生

殖道的炎症对于预防ＰＩＤ具有重要意义。医生通常会通过临

床检查、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来诊断这些炎症，并根据具

体情况给予相应的治疗方案，以减少ＰＩＤ的风险。

Ｍｇ作为ＰＩＤ的潜在诱因之一，其引起的盆腔炎症往往症

状隐匿，容易被忽视。Ｈａｇｇｅｒｔｙ等
［１６］研究显示，宫颈／子宫内

膜样本中检测出 Ｍｇ阳性的女性，其组织学确认的子宫内膜炎

概率是 Ｍｇ阴性者的两倍。这一发现强调了 Ｍｇ感染在引发女

性生殖系统疾病中的重要作用，提示在临床实践中需对 Ｍｇ感

染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有性行为的女性，应定期进行生殖健

康检查，提高对 Ｍｇ感染的认识，对于预防和控制ＰＩＤ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医生在诊断和治疗ＰＩＤ患者时，应考虑到 Ｍｇ

感染的可能性，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降低疾病对患

者健康的影响。

２．４　Ｍｇ感染与不孕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女性不孕的问题已

经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健康议题。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全球大

约有１５％～２０％的女性面临着不孕的困扰，输卵管不孕症是最

·９２１·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５年１月　第２０卷第１期

Ｊａｎ．２０２５，　Ｖｏｌ．２０，Ｎｏ．１



为普遍和主要的原因之一［１７］。输卵管不孕主要是由于输卵管

的阻塞、炎症或功能障碍导致精子和卵子无法正常结合，进而

影响受孕过程。这种情况不仅给女性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还

可能引发心理压力和社会问题。Ｍｇ感染作为引起输卵管炎症

的常见因素，其造成的输卵管功能障碍是不孕症的重要原因。

研究发现，Ｍｇ感染与输卵管的炎症反应密切相关，可导致

输卵管黏膜受损，纤毛运动减弱，影响卵子的运输，进而降低受

孕几率［１４］。此外，感染还可能引起子宫内膜炎症，改变内膜环

境，不利于胚胎着床。因此，对于不孕症患者，除了常规的不孕

症检查外，Ｍｇ感染的筛查也十分必要。通过早期发现和有效

治疗，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育状况，提高怀孕成功率。同时，这

也强调了在日常生活中采取预防措施，维护生殖健康的重要

性。此外，针对 Ｍｇ感染引起的不孕症，相关医疗机构应加强

对不孕症患者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对 Ｍｇ感染的认识，促进

早期诊断与治疗。

２．５　Ｍｇ感染与艾滋病病毒（ＨＩＶ）　近年来，相关科学研究揭

示了 Ｍｇ与艾滋病病毒（ＨＩＶ）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密关联，这些

研究指出，Ｍｇ在艾滋病的病程进展中扮演着协同因子的角色，

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为“艾滋相关支原体”［１８］。Ｍｇ的感染可能

会加剧 ＨＩＶ的感染和传播风险，从而在艾滋病的发病过程中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协同作用可能源于 Ｍｇ感染引起的

免疫系统功能紊乱，使得 ＨＩＶ更容易在宿主体内扩散和复制。

研究表明，当 Ｍｇ感染子宫颈细胞时，会导致这些细胞的

屏障功能受损，从而使得人体更容易受到 ＨＩＶ的侵袭
［１９］。具

体来说，Ｍｇ感染会破坏子宫颈细胞的防御机制，使得 ＨＩＶ更

容易穿透这些屏障并进入体内。此外，Ｍｇ感染还能够激活

ＨＩＶ的靶细胞，即那些能够被 ＨＩＶ感染并支持其繁殖的细胞。

Ｍｇ感染不仅为 ＨＩＶ的入侵创造了有利条件，还进一步促进了

ＨＩＶ的感染和繁殖过程。因此，Ｍｇ感染在 ＨＩＶ传播和感染

过程中起到了双重促进作用，增加了 ＨＩＶ感染的风险和严重

程度。

同时，Ｍｇ感染可导致生殖道炎症，增加 ＨＩＶ病毒在黏膜

表面的复制和传播机会，从而使得 ＨＩＶ感染者更容易将病毒

传给性伴侣。这种联系强调了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应将 Ｍｇ

感染筛查作为常规措施，为患者提供全面的健康管理。

在 ＨＩＶ高发地区，针对 Ｍｇ感染的防控工作显得尤为重

要，对于降低 ＨＩＶ感染率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提示我们在开

展性病防治教育时，应将 Ｍｇ感染与 ＨＩＶ的关系纳入宣传教

育内容，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针对 Ｍｇ感染与 ＨＩＶ的关联

性，医疗工作者应加强对这两种疾病的联合筛查，以便为患者

提供更为全面的治疗方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通过多学科合

作，加强 Ｍｇ感染与 ＨＩＶ共感染的研究，将有助于制定更有效

的防控策略，为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３　犕犵感染的诊断方法与治疗

３．１　Ｍｇ的诊断方法　Ｍｇ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其诊断常

依赖于实验室检测。目前针对 Ｍｇ的检测方法主要包括细胞

培养、免疫学和血清学检测等。然而，由于 Ｍｇ生长缓慢且对

培养条件要求较高，细胞培养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存在一定局

限性。ＰＣＲ技术虽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操作复

杂，成本较高，不适合大规模筛查。因此，开发快速、准确、经济

的检测方法对 Ｍｇ感染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核酸检测法是目前诊断生殖支原体感染的主要方法，包括

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等。核酸检测法具

有敏感性高、特异性强、快速等优点。自２０１４年起，我国已经

有三种 Ｍｇ核酸检测试剂盒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

准并成功上市，这些试剂盒分别用于检测 Ｍｇ的ＲＮＡ、ＤＮＡ，

以及同时检测人型支原体和 Ｍｇ的ＤＮＡ
［２０］。这些诊断试剂盒

的批准上市，为临床诊断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有助于提高对 Ｍｇ

感染的检测效率和准确性。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和分子生物学

检测方法的开发，将有助于提升对 Ｍｇ感染的防控能力。

３．２　Ｍｇ耐药机制　在临床实践中，治疗 Ｍｇ的常用药物主要

包括大环内酯类、氟喹诺酮类以及四环素类抗生素［２１］。大环

内酯类药物如阿奇霉素和克拉霉素，可通过抑制细菌蛋白质合

成来发挥作用，从而有效控制感染。氟喹诺酮类药物如左氧氟

沙星和莫西沙星，通过抑制细菌ＤＮＡ旋转酶，阻止细菌ＤＮＡ

复制，从而达到抗菌效果。四环素类药物如多西环素和米诺环

素，通过结合到细菌的核糖体，抑制蛋白质合成，从而抑制细菌

生长。

研究发现，Ｍｇ对某些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主要是通过基因

突变、水平基因转移以及产生抗生素分解酶等机制。了解耐药

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选择和使用抗生素，避免滥用和过度使

用抗生素，从而减缓耐药性的产生和传播。Ｍｇ对大环内酯类

抗生素产生耐药的机制主要涉及其核糖体的２３ＳｒＲＮＡ基因

突变。核糖体是细菌蛋白质合成的重要场所，而２３ＳｒＲＮＡ是

核糖体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２３ＳｒＲＮＡ基因的Ｖ５８区域，

特别是２０５８和２０５９位的碱基突变，会导致核糖体结构发生

改变。这种结构的改变使得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无法有效地与

核糖体结合，从而失去了抑制蛋白质合成的作用［２２］。氟喹诺

酮类抗菌药物作为 Ｍｇ感染的二线治疗方案，其耐药机制主要

源于细菌ＤＮＡ促旋酶的ＧｙｒＡ亚基或拓扑异构酶ＩＶ的ＰａｒＣ

亚基发生突变。具体来说，与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性最为密切相

关的ＰａｒＣ亚基突变通常发生在氨基酸位点Ｓ８３和Ａ８７
［２３］。这

些位点的突变会导致细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敏感性降低，从

而使得药物难以有效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

这些耐药机制使得 Ｍｇ感染的治疗变得更加复杂，需要针

对不同耐药表型选择合适的抗生素。此外，合理使用抗生素，

避免滥用，是延缓耐药性发展的重要措施。为此，临床医生应

密切关注 Ｍｇ的耐药动态，及时更新治疗方案，确保患者得到

有效治疗，同时降低耐药菌株的产生和传播。针对 Ｍｇ耐药性

问题，医疗机构需建立完善的抗生素管理策略，通过抗生素合

理应用教育，提升医生和患者的认知水平。同时，加强对 Ｍｇ

耐药性的监测，收集耐药数据，为临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３．３　Ｍｇ治疗方案

３．３．１　传统抗生素应用　在传统抗生素应用方面，针对 Ｍｇ

感染，常用的治疗方案包括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及氟喹诺酮

类药物。根据２０１８年英国性健康与 ＨＩＶ协会所颁布的英国

生殖支原体感染处理指南：对于未出现并发症的 Ｍｇ感染，建

议首选多西环素进行治疗，对于已知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产生

耐药性或者曾经接受过阿奇霉素治疗但未能成功的病例，则推

荐使用莫西沙星作为替代治疗方案，对于那些已经出现并发症

的 Ｍｇ感染，指南同样推荐使用莫西沙星来进行治疗
［２４］。

３．３．２　新型治疗药物　近年来，随着耐药菌株的不断出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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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治疗药物的研发显得尤为重要。Ｏｍａｄ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ＰＴＫＯ７９６）

是一种新型的９氨甲基环素类抗生素，通过与细菌的核糖体

３０ｓ亚基紧密结合，抑制细菌蛋白质的合成过程
［２５］。这种抗生

素具有广泛的抗菌谱，能够对抗多种细菌，因此被归类为广谱

抗生素。２０１８年，Ｏｍａｄａｃｙｃｌｉｎｅ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ＦＤＡ）的批准，用于治疗急性细菌性皮肤感染和社区获得性肺

炎这两种常见的细菌感染性疾病。鉴于其广谱抗菌特性，

Ｏｍａｄａｃｙｃｌｉｎｅ在治疗耐药性 Ｍｇ感染方面展现出良好的潜力。

针对 Ｍｇ感染，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新的蛋白质合成抑制剂和分

子靶向药物。有望克服现有抗生素耐药问题，为临床治疗提供

新选择。同时，药物组合疗法也在探索中，通过不同机制药物

的联合应用，以提高疗效，减少耐药性的发展。同时，国内外的

医疗机构和科研团队正致力于开展更多关于 Ｍｇ耐药性的研

究，旨在深入了解其分子机制，为新型抗生素研发提供理论基

础。此外，通过跨学科合作，推动精准医疗发展，实现对 Ｍｇ感

染个性化治疗的可能性，提高治疗效果，减少耐药性问题。

４　结语

Ｍｇ感染与女性泌尿生殖道疾病密切相关，可引起尿道炎、

宫颈炎、盆腔炎、阴道炎等多种疾病。Ｍｇ感染的诊断主要依靠

核酸检测法，治疗首选大环内酯类和喹诺酮类等抗生素。同

时，加强 Ｍｇ相关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对性传播疾病的防范

意识，也是控制 Ｍｇ感染传播的关键措施。由于 Ｍｇ感染在泌

尿生殖道疾病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卫生部门已经将其纳入性病

监测和防治规划中。针对不同风险人群，积极开展宣传教育，

强化安全性行为的重要性，推广使用安全套等防护措施。同

时，医疗机构也在逐步完善 Ｍｇ感染的检测技术，提高诊断的

准确性和及时性，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降低 Ｍｇ感染

带来的健康风险。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也在不断探索新的防

治方法，以期更全面地应对 Ｍｇ感染带来的挑战。未来，随着

对 Ｍｇ感染的研究不断深入，将为女性泌尿生殖道疾病的防治

提供更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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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道感染诊断中的价值［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２０，１８（２２）：

１１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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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ＭｅｄＶｏｌ，２０１７，１５（１０）：６１３６１８．

［１８］　程雨欣，苏晓红，李赛．生殖支原体与女性泌尿生殖道疾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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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８，２３（１）：３１３８．

［２０］　苏晓红．生殖支原体感染的诊疗进展［Ｊ］．皮肤科学通报，２０２１，

３８（１）：５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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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ＧｏｓｓＭ，ＬｙｓｖａｎｄＨ，ＰｕｋｓｔａｄＢ，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ｓｉｍｐｌｅＰｒｏｂｅＰ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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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Ａｇｅｎｔｓ，２０２０，３６（３）：２５５２５８．

［２４］　ＳｏｎｉＳ，ＨｏｒｎｅｒＰ，ＲａｙｍｅｎｔＭ，ｅｔａｌ．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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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犵犲狀犻狋犪犾犻狌犿（２０１８）［Ｊ］．ＩｎｔＪＳＴＤ

ＡＩＤＳ，２０１９，３０（１０）：９３８９５０．

［２５］　李雪纯，苏晓红．生殖支原体耐药机制及治疗方案的研究进展

［Ｊ］．临床皮肤科杂志，２０２０，４９（８）：５０６５０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４０８１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４１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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