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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炎康胶囊联合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治疗细菌性阴道病的疗效观察 

姜英雁，张  爽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吉林 吉林  132000 

摘  要：目的  探讨妇炎康胶囊联合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治疗细菌性阴道病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在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诊治的细菌性阴道病患者 155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77 例）和治疗组（78 例）。对照组患者

每晚清洁外阴后阴道深部放入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1 粒/次；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妇炎康胶囊，6 粒/次，3 次/d。

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20 d。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同时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阴道清洁度、改良胺试

验和线索细胞转阴率。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和治疗组临床有效率分别为 84.42%和 96.15%，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患者白带增多消失时间、外阴瘙痒消失时间及阴道异味消失时间均显著早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阴道清洁度Ⅰ～Ⅱ度例数显著多于对照组患者，改良胺试验及线索细胞

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妇炎康胶囊联合阴道用乳杆菌活菌治疗细菌

性阴道病疗效显著，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短，安全性好，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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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Fuyankang Capsules combined with Live Lactobacillus 

Capsule for vaginal use in treatment of bacterial vaginosis 

JIANG Yan-ying, ZHANG Shua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lin Medical University, Jilin 13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Fuyankang Capsules combined with Live Lactobacillus Capsule for 

Vaginal Use in treatment of bacterial vaginosis. Methods  Patients (155 cases) with bacterial vaginosis i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lin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March 2017 to March 2018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77 cases) and treatment (78 cases) group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vagina near the deep administered with Live Lactobacillus Capsule for vaginal use after cleaning the 

vulva every night, 1 grain/time.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po administered with Fuyankang Capsule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6 grains/time, three times daily.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20 d.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nd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vaginal cleaning degree, ameliorated-Whiff test and negative rate of clue 

cells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was 84.42% and 96.15%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leukorrhagia, pruritus vulvae and vaginal odo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earli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cases of vaginal cleaningⅠ — Ⅱ 

degre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meliorated-Whiff test and negative rate of 

clue cell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Fuyankang Capsules combined with Live Lactobacillus Capsule for vaginal use has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ment of bacterial vaginosis with high safty, and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is earlier, which has 

a certain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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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阴道病是临床上常见的妇科疾病，其发

病原因可能与阴道内厌氧菌、加特纳菌及乳酸杆菌

等微生物菌群失衡有关，严重影响育龄期女性的身

心健康[1]。细菌性阴道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包括外阴

瘙痒、白带等阴道分泌物增多等，这些症状在性生

活之后表现的更为显著[2]。近年来研究显示，我国

育龄期妇女感染该病的机率逐年上升，严重者可造

成不孕不育、流产等严重后果，因此临床上发现该

病后应积极进行治疗[3]。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是

临床上常用的治疗细菌性阴道病的药物，其主要成

分为乳杆菌活菌，具有抑制并消除有害菌群，同时

调节阴道内菌群平衡的作用[4]。妇炎康胶囊是一种

中成药制剂，中医临床上认为其具有活血化瘀、软

坚散结、清热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常用于妇科

阴道炎、附件炎、膀胱炎等各种炎症的治疗[5]。本

研究将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与妇炎康胶囊联合应

用于细菌性阴道病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临床资料   

选取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在吉林医药学

院附属医院诊治的 155 例细菌性阴道病患者为研究

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感

染性疾病协作组制订的《细菌性阴道病诊治指南(草

案)》中对细菌性阴道病的诊断标准[6]。155 例患者

年龄 22～37 岁，平均年龄（33.76±4.26）岁，病程

6～20 d，平均病程（9.31±2.37）d。纳入标准：患

者均为育龄期女性，年龄 20～40 岁；患者无严重心、

脑、肝肾系统以及恶性肿瘤等疾病。所有患者均签

订知情同意书。 

1.2  药物 

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由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规格 0.25 g/粒，产品批号 20161104；

妇炎康胶囊由深圳市佳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规格 0.5 g/粒，产品批号 161204。  

1.3  分组及治疗方法 

随机将 155 例患者分成对照组（77 例）和治

疗组（78 例），其中对照组年龄 22～36 岁，平均

年龄（33.68±4.33）岁，病程 7～20 d，平均病程

（9.38±2.32）d；治疗组患者年龄 23～37 岁，平均

年龄（33.86±4.22）岁，病程 6～19 d，平均病程

（9.26±2.43）d。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一般临

床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对照组患者每晚清洁外阴后阴道深部放入阴道

用乳杆菌活菌胶囊，1 粒/次；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

基础上口服妇炎康胶囊，6 粒/次，3 次/d。两组患

者均连续治疗 20 d 后对各项临床指标进行评价。 

1.4  疗效评价标准 

疗效标准根据《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

准》中相关内容自拟[7]。治愈：患者临床症状均完

全消失，湿片或涂片检查阴性；好转：患者临床症

状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无效：患者临床症状较治

疗前无改善或加重，湿片或涂片检查阳性。 

临床有效率＝（治愈＋好转）/总例数 

1.5  观察指标 

1.5.1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对两组患者治疗后白带

增多、外阴瘙痒消失时间进行统计分析。 

1.5.2  阴道清洁度[8]
  取治疗前后阴道分泌物进行

显微镜下镜检，分度标准如下：（1）清洁度Ⅰ度为

显微镜镜下显示分泌物中以阴道杆菌为主，同时可

发现大量上皮细胞；（2）清洁度Ⅱ度为显微镜镜下

显示分泌物中有部分阴道杆菌，同时可见上皮细胞，

见少量脓细胞和杂菌；（3）清洁度Ⅲ度为显微镜镜

下显示分泌物中有少量阴道杆菌以及上皮细胞，可

见大量脓细胞和杂菌；（4）清洁度Ⅳ度为显微镜镜

下显示分泌物中无阴道杆菌及上皮细胞，几乎全部

是大量脓细胞和杂菌。 

1.5.3  胺试验  采用细菌性阴道病快速检测试剂盒

（三明市和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对患者治疗前后阴道分泌物中多胺成分进行检测，

依据视窗颜色判断，黄色则为阴性，红色或者紫红

色则为阳性。 

1.5.4  线索细胞  所有患者治疗前后取阴道分泌物

涂片，加入 10% KOH 溶液湿片后在高倍镜下观察

线索细胞，当线索细胞占上皮细胞比例高于 20%即

为阳性。 

1.6  不良反应 

对治疗期间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进行统计。 

1.7  统计学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其中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时间采用 t 检验，计

量资料以x±s 表示，临床有效率、治疗前后 4 项检

测结果等采用 χ
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治愈 38 例，好转 27 例，

无效 12 例，临床有效率为 84.42%；治疗组患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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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 41 例，好转 34 例，无效 3 例，临床有效率为

96.15%，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2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治疗组患者白带增多消失时间、外阴瘙痒消失

时间及阴道异味消失时间均显著早于对照组患者，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实验室检测指标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阴道清洁度Ⅰ～Ⅱ度例

数显著多于对照组患者，改良胺试验及线索细胞转

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n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n/例 治愈/例 好转/例 无效/例 有效率/% 

对照 77 38 27 12 84.42 

治疗 78 41 34 3 96.15*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表 2  两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x ± s ） 

Table 2  Comparison on disappearance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 

组别 n/例 白带增多消失时间/d 外阴瘙痒消失时间/d 阴道异味消失时间/d 

对照 77 4.38±1.32 4.12±1.50 5.43±1.67 

治疗 78 2.85±0.87* 2.95±1.01* 3.38±1.23*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表 3  两组实验室检测指标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n laboratory test indicators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n/例 

阴道清洁度 改良胺试验 线索细胞 

治疗前/例 治疗后/例 治疗前/例 治疗后/例 治疗前/例 治疗后/例 

Ⅰ～Ⅱ Ⅲ～Ⅳ Ⅰ～Ⅱ Ⅲ～Ⅳ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对照 77 9 68 58 19 76 1 12 65 73 3 28 49 

治疗 78 8 70 70* 8 78 0 3 75* 75 3 14 64*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
P < 0.05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与药物相关的不良

反应。 

3  讨论 

细菌性阴道病是一种阴道内乳杆菌与其他厌氧

菌菌群失调引起的混合感染性疾病，其发病率位于

女性人群生殖道感染第一位，在妇科门诊检出细菌

性阴道病的概率为 15%～29%，严重危害女性患者

的身心健康[9]。据相关部门研究发现，以往临床上

对于细菌性阴道病的治疗主要依靠抗生素抗菌治

疗，该种治疗方式虽然疗效确切，疾病恢复较快，

但多数患者发现停药后极易复发，且复发后病情较

以往更为严重，这可能与抗生素不仅在抑制有害病

菌的同时，还对阴道内正常菌群进行了破坏有一定

的关系[10]。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可以补充女性

患者阴道内乳杆菌的数量而使得阴道菌群达到一

种微生态平衡，进而促使阴道修复其抗击外来病原

菌、调节阴道内酸性屏障等阴道自净作用。由于乳

杆菌本身即为女性阴道内的一种正常菌种，因此治

疗过程中无明显副作用，对人体不造成伤害。妇炎

康胶囊主要组分包括赤芍、土茯苓、三棱、川楝子、

莪术等，具有血化瘀、软坚散结、清热解毒、消炎

止痛的功效。药理学研究表明妇炎康可显著降低阴

道组织中前列腺素 E2 的含量，具有显著的抗炎抗

菌、镇痛止痒的效果，临床常用于各种妇科炎症的

治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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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女性患者阴道分泌物中应该含有大量阴道

杆菌以及上皮细胞，但细菌性阴道病患者阴道分泌

物可见大量脓细胞和杂菌，且病情严重程度与脓细

胞和杂菌水平呈正相关，因此可作为判断患者疾病

严重程度[11]。细菌性阴道病患者阴道内正常菌种可

被大量厌氧菌所替代，而厌氧菌可代谢生成大量多

胺成分，而正常女性阴道内不会出现多胺成分，因

此可用多胺含量多少判断细菌性阴道病的病情[12]。

线索细胞其实是鳞状上皮细胞受到阴道内厌氧菌或

加特纳菌感染而生成的一组形态改变、透明度下降

的上皮细胞，检测线索细胞可反映阴道内存在厌氧

菌感染，是临床上诊断细菌性阴道病最特异、最敏

感的指标[13]。本研究中，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阴道

清洁度Ⅰ～Ⅱ度例数显著多于对照组患者，改良胺

试验及线索细胞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同时

治疗组患者白带增多消失时间、外阴瘙痒消失时间、

阴道粘膜红肿消失时间均要短与对照组患者，说明

妇炎康胶囊联合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治疗细菌性

阴道病可显著改善阴道内正常菌群与病原菌水平的

平衡、降低阴道组织的炎症水平，对加快疾病痊愈

具有显著作用。另外本研究表明，治疗组患者的临

床有效率要显著高与对照组患者，且两组患者均未

出现明显的药物不良反应，说明妇炎康胶囊与阴道

用乳杆菌活菌胶囊的联用可提升阴道用乳杆菌活菌

胶囊治疗细菌性阴道病的有效性，且安全性有保障。 

综上所述，妇炎康胶囊联合阴道用乳杆菌活菌

治疗细菌性阴道病疗效显著，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短，

安全性好，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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