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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乳酸菌阴道胶囊在阴道炎治疗中的效果 

刘学红 

利川宏信和谐医院  湖北利川 

【摘要】目的 浅析阴道炎患者采用乳酸菌阴道胶囊治疗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收治的阴道炎患者 16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采用乳酸菌阴道胶囊治疗，对比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97.50%）高于对照组（85.00%），对比差异显著，P＜0.05；此外，在患者临床症状

改善用时上观察组短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观察组患者的阴道健康状况评估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

著，P＜0.05。最后，在对比疾病半年复发率上，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 针对阴

道炎患者实施乳酸菌阴道胶囊治疗的效果显著，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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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actobacillus vaginal capsule in the treatment of vagin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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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actic vaginal capsule treatment in vaginitis patients. Methods 
160 vaginitis patients admitted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lactobacillus vaginal capsule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7.50%)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5.00%), 
and the contrast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0.05; moreove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hen patients improved clinical symptoms, and the contrast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evaluated for higher vaginal health statu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ntrast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0.05. Finally, in terms of the comparative disease recurrence rat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ntrast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lactobacillus 
vaginal capsule for the patients with vaginitis is remarkable,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patients to recover soon, and is 
worth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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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炎属于常见的妇科疾病，与细菌侵袭、真

菌感染等因素相关[1]，患者有阴道分泌物增多的表

现，也会伴随尿频、有异味，甚至会有红肿，如果不

及时治疗对患者的生活危害也会越发严重。有学者

指出，阴道炎女性分泌系统变化，pH 数值上升，还

会伴有并发症。在治疗期间，抗生素治疗属于常见

措施，但是长期药物控制也会出现耐药性，难以根

治。由此，我们不断研发新的方案帮助患者缓解病

情，改善临床症状。鉴于此，选取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收治的阴道炎患者 160 例，结果证明

乳酸菌阴道炎治疗方案具有良好临床效果，内容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收治的阴道炎

患者 160 例，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 2 组，观察组 80
例，年龄 27－70 岁，平均（37.07±5.63）岁；病程

在 1－10 年，平均（4.69±1.37）；对照组 80 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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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在 26－70 岁，平均（36.13±5.89）岁；病程在 1－
10 年，平均（4.78±1.23）。上述患者临床资料完整

且无异样，两分组资料无规律，组间基线资料差异

（P＞0.05），符合对照条件。 
纳入标准：患者确诊为阴道炎；患者对治疗方

案知情表示自愿参与。 
排除标准：合并严重的器官功能障碍疾病；患

者伴有精神系统疾病；患者为孕期或者哺乳期女性。 
1.2 干预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治疗，若为细菌性阴道炎患者可

使用复方甲硝唑阴道栓治疗，为阴道给药，每天晚

上使用 1 粒，连续一周，同时，若念珠菌性阴道炎

患者则使用克霉唑栓剂，为阴道给药，每晚 1 粒；

观察组采用乳酸菌阴道胶囊治疗，即在外阴清洗后

可使用该药物放入阴道，每晚 1 次每次 2 粒，连续

一周。 
1.3 评价标准 
在治疗疗效对比中，主要关注患者阴道 pH 指

标，正常值在 4.5 以内。在疗效评估中，显效则为患

者症状缓解，pH 指标达标。有效则为患者实验室结

果为阴性，但是临床症状并未完全缓解，仍然存在

瘙痒和刺痛，总体为好转趋势；无效则为患者的妇

科检查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 
另外，对比患者症状的改善用时（阴道瘙痒消

退用时和阴道黏膜充血水肿消退用时）。此外，统计

阴道健康情况的分数，通过阴道健康状况评分进行

统计，具体指标包括对患者的阴道分泌物以及黏膜

情况和弹力湿润程度进行相对应的评估，单项分为

４级，采用１～４分评分制，总分共 16 分。其中＞

10 分为好；6～10 分为可；＜6 分为差。最后，对比

患者半年内疾病复发率，通过电话随访方式了解患

者的病情康复情况。 
1.4 统计方法 
选择 SPSS 23.0 软件处理数据。t：检验计量资

料，就是（ sx ± ）。χ2：检验计数资料，就是[n（%）]。
P＜0.05 代表本研究相关数据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对比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97.50%），其中显效 44

人，有效 34 人，无效 2 人；高于对照组（85.00%），

其中显效 32 人，有效 36 人，无效 12 人；对比差异

显著，P＜0.05。 
2.2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用时对比 
此外，在症状改善用时统计上，观察组阴道瘙

痒消退用时为（4.56±0.23）d，短于对照组（5.78±
0.48）d，观察组阴道黏膜充血水肿消退用时为（7.54
±1.58）d，对照组为（9.44±1.28）d，P＜0.05。 

2.3 两组患者阴道健康状况 
观察组患者的阴道健康状况评估高于对照组，

对比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阴道健康状况对比（ sx ± ，分） 

组别 阴道烧灼感 阴道瘙痒 阴道疼痛 阴道干涩 阴道充血 

对照组（n=80） 5.01±0.33 6.23±1.12 5.83±0.15 5.74±0.27 5.65±0.21 

观察组（n=80） 3.84±0.16 4.76±0.97 4.22±0.93 4.04±0.29 4.12±0.22 

t 2.342 3.209 2.198 2.109 1.980 

p ＜0.05 ＜0.05 ＜0.05 ＜0.05 ＜0.05 

 
2.4 两组患者疾病复发率对比 
最后，在对比疾病半年复发率上，观察组为 2.50%

（2/80），低于对照组 13.75%（11/80），对比差异

显著，P＜0.05。 
3 讨论 
阴道炎属于常见的妇科疾病，由于阴部瘙痒、

灼痛而影响到女性的身心健康。阴道炎的症状包括

阴道瘙痒、异常分泌物（如泡沫、异味、颜色的改

变）、尿道灼痛、性交疼痛和尿频等。有些病例可能

没有明显的症状[3]。引起阴道炎的常见原因包括细

菌感染（如滴虫、霉菌、念珠菌等）、过敏反应、糖

尿病、荷尔蒙变化、性活动过度、长期使用抗生素、

紧身衣物和抵抗力下降等[4]。正常女性的阴道对病

原菌入侵是有防御能力的，当防御功能受到破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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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阴道内环境改变则会导致病原菌入侵。从阴道

炎的类型上有很多，主要是依靠病原菌的种类来进

行划分的。随着疾病的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盆腔炎，

加重病情。在治疗过程中，常规的药物起效快，但有

可能出现耐药性，结合免疫抑制剂和抗生素的使用，

有可能对阴道微环境造成破坏，不利于患者的康复。

在阴道炎的治疗上要重视阴道生态系统重建，帮助

患者改善阴道内环境，恢复阴道防御能力，稳固治

疗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在经期前后 pH 值会发

生变化，容易让滴虫在阴道内繁殖，故而滴虫性阴

道炎患者多伴有其他的阴道炎症类型[5]。另外在女

性绝经前也会出现卵巢生理功能变化，雌激素水平

下降，pH 值升高等，其他致病菌也会迅速侵袭女性

阴道，导致炎症问题。故而，无论是育龄期女性，还

是绝经期女性都有可能伴有阴道炎症状，要结合具

体类型进行针对性治疗。 
有学者提出[6]，阴道内的病菌有很多，而且微生

物之间存在平衡关系，相互制约。在阴道菌群内乳

酸菌可以维持阴道内环境平衡，并且将糖原分解为

乳酸，抑制病原菌。另有研究提出，乳酸菌减少与阴

道假丝酵母菌产生有关，这也会诱发细菌性阴道炎，

有反复发作的特点。乳酸菌阴道胶囊属于辅助性治

疗措施，其成分主要为活肠链球菌，有助于促进糖

原分解，并对乳酸菌代谢的固体赋形加工，将其放

置于患者阴道处可以刺激代谢，实现阴道自净，并

产生免疫功能，有助于病情的好转。在乳酸菌治疗

过程中，其作用在于调节阴道内酸碱度，并产生乳

酸杆菌，有助于维持菌群平衡，达到治疗效果。该治

疗措施作为生物制剂，对于容易反复感染阴道炎的

患者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作为辅助性治疗药物得到

了认可。值得一提的是，在治疗期间也要提醒女性

保持个人卫生，勤换洗，多做运动增强体质。在为患

者提供治疗的同时，要做好心理沟通和生活指导，

树立正确的治疗观念。同时，要讲解疾病的预防方

式，提升患者的依从性和对疾病的正确理解，这样

有助于纠正错误的行为，预防疾病复发。结合本次

调研，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好，症状得到缓解[7-8]，

且降低了疾病复发率，说明这一治疗方案十分有效。 
综上所述，针对阴道炎患者实施乳酸菌阴道胶

囊治疗的效果显著，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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