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患上了陰道炎的病人都有一個疑問：「我是否因
為使用了不潔的廁紙、毛巾，或沾染了廁所水，所以染上
陰道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陰道炎的發病
原因。

陰道炎非傳染所得
陰道炎只是一個概括的名稱，多種不同的微生物都可

引起陰道感染，其中以念珠菌(一種真菌)引起的陰道炎最為
常見，偶然亦有感染是由細菌引起的。這些可導致陰道感
染的微生物普遍存在於環境中，在人體的皮膚上、口腔內
和陰道內也能輕易找到。

在正常情況底下，陰道內的酸鹼值介乎3.8至4.2度之
間，這種微酸性的環境可抑制微生物大量滋生，各種真菌
和細菌處於平衡的狀態，並不會引起健康問題。不過，當
身體的荷爾蒙水平出現變化、陰道的酸鹼值改變，或抵抗
力下降時，上述的真菌和細菌便會伺機大量滋生，造成陰
道感染。

任何年紀的女性都有機會患上陰道炎，但患者多數是
生育年齡內的婦女，女童出現陰道炎的機會較低。服用避
孕藥、抗生素、類固醇、懷孕、患有糖尿病或免疫系統疾
病的婦女是患上陰道炎的高危一族，她們由於荷爾蒙水平
的轉變，或抵抗力較低，因而較容易出現陰道感染。

陰道有生理性分泌是正常現象，分泌物為透明或淡白
色，既無異味，亦不會有痕癢或灼熱的感覺。在排卵期、
經期前和懷孕期，分泌會稍為增多。

對症下藥　療效理想
由念珠菌引起的陰道炎病徵是陰道分泌增加，分泌物

呈白色和較為濃稠，狀似豆腐渣。患者最常見的不適是外
陰痕癢，有時還會有灼熱的感覺。這種陰道炎一般可透過
臨床診斷和下身檢查已能確診。

念珠菌是一種真菌，治療念珠菌陰道炎自然是使用抗
真菌藥。常用的抗真菌藥是陰道塞劑，有時需輔以外用或
局部用抗真菌藥膏。通常用藥1至2星期，陰道感染便能痊
癒，但部分患者可能會不時復發。如果在一年內出現4次感
染或以上，便屬於反覆感染，這類患者需利用藥力較強的
藥物作治療，如大劑量陰道塞劑或口服抗真菌藥。

抗生素必須服完整個療程
由細菌引起的陰道感染，病徵與念珠菌陰道炎相似，

同樣是陰道分泌增多和外陰痕癢，或者患者的下身會有異
味，而分泌物並非如豆腐渣狀。有時單靠下身檢查未必能
即時確診，故或需要取少量分泌物作細菌培植，以便找出
致病源。

抗生素能有效治療細菌性陰道炎，醫生會因應不同的
致病細菌處方相應的抗生素，患者通常服完一個療程約一
周的藥已能痊癒。唯患者必須遵照醫生的服藥指示，完成
整個療程，中途停藥有可能令細菌出現抗藥性，日後陰道
炎若再次復發，要成功治癒就會比較困難。

陰道炎不一定等同性病
婦女懷孕期間由於荷爾蒙水平改變，故特別容易出現

陰道感染。治療懷孕期的陰道炎，必須謹慎用藥，孕婦使

用一般的陰道塞劑是安全的，但有少部分口服藥物不適合
孕婦使用，醫生在處方時會特別注意，而如果患者沒有任
何病徵，甚至可以毋須用藥。

由於患處是性器官，不少人誤以為陰道炎就等同性
病，其實一般的念珠菌陰道炎和細菌性陰道炎並不經由性
接觸傳播，所以患者的伴侶毋須進行檢查和接受治療。不
過，部分性病如滴蟲、衣原體或淋病也可引起子宮頸或陰
道感染，故若發現陰道分泌異常，醫生會決定是否需要化
驗分泌物，以確定病人有否感染性病。

提防盆腔炎
陰道炎一般不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但部分情況(如

衣原體或淋病感染)可影響子宮和輸卵管，引發盆腔炎。
盆腔炎可導致輸卵管阻塞，造成不育，亦會增加患上

慢性盆腔炎宮外孕的風險。因此，一旦發現陰道炎病徵宜
盡快就醫，查明病因。若同時有腹痛、發燒的現象，就更
需進行檢查，排除盆腔炎的可能性。嚴重的盆腔炎需入院
接受抗生素注射，或需較長時間才能治癒。

穿通爽褲子防感染
要預防陰道炎，最重要是增強抵抗力，注意個人衛

生。由於微生物喜歡在溫暖和潮濕的環境中生長，保持下
身清潔乾爽有助防止微生物大量滋生，平時應穿 透氣度
高的棉質內褲和褲子，避免經常穿緊身、厚和侷促的牛仔
褲或尼龍褲。

至於陰道炎的高危一族如糖尿病人，則
必須控制好病情，陰道炎復發的機會將明顯
減少。

陰道炎是十分常見的婦科疾病，不少患者都
認為該病是因為接觸了不潔的物品如廁紙、
毛巾、廁所水等所致，更有患者誤以為該症
是傳染病，甚至是等同性病。其實陰道炎的
成因與個人身體狀況轉變有關，增強自身的
免疫力有助預防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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