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验交流!

宫颈病变患者人乳头瘤病毒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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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宫颈病变者人乳头瘤病毒"

:3̀

$感染现状及不同基因型分布%方法
"

采用
345

及分子杂交技术对
)H&

例宫颈病变者"宫颈病变组$及
&((

例体检健康者"对照组$进行
:3̀

及
:3̀ /2"

亚型检测%结果
"

宫颈病变组
:3̀

阳性率

为
&#%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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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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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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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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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分别为
!K%!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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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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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_

%

K#$

例
:3̀

阳性标本中!高危

基因型以
:3̀ #G

&

#'

型为主!分别占
!$%&_

&

##%G_

#低危型以
:3̀ G

&

##

型为主!分别占
#!%G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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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女性宫颈病变

与
:3̀

感染关系密切!在不同年龄段均有较高的感染率%

:3̀

筛查对宫颈癌的早防早治非常重要%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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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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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妇女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仅次于乳腺

癌)中国每年新增宫颈癌病例约
#(

万#占世界新增总数的

#

"

&

#且呈持续增长趋势)人乳头瘤病毒$

:3̀

&感染与宫颈癌

密切相关'

#

(

)从
:3̀

感染至宫颈癌的发生#期间有较长的*

可逆转的癌前病变期#若能及时发现早期病变#并进行及时*合

理的干预治疗#几乎能完全治愈'

!

(

)因此#癌前病的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十分重要)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H

年
$

月至
!(#(

年
#!

月以宫颈病变$宫

颈炎*宫颈糜烂等&于本院就诊患者
)H&

例$宫颈病变组&#年龄

#H

$

G'

岁#平均
K!%'

岁%以同期体检健康者
&((

例为对照组#

年龄
!(

$

G(

岁#平均
K(%)

岁)两组间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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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3̀ /2"

分型检测试剂盒购自亚能生物

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A

"

方法
"

由妇科医师进行标本采集!先用无菌生理棉球拭

净宫颈表面分泌物#再将专用宫颈取样刷伸入宫颈口处#紧贴

宫颈口单向轻柔转动
K

$

&

周#慢慢抽出宫颈刷#将其放入装有

细胞保存液的洗脱管中#在管口处将宫颈刷折断#旋紧管盖#做

好标本标识后送检)采用
:3̀ /2"

分型检测试剂盒对标本

进行检测#可检测
!$

种
:3̀

基因型#低危型包括
:3̀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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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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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型包括
:3̀ #G

*

#'

*

$#

*

$$

等
#'

种基因型)同

时进行阳性质控品检测#确保结果可信)标本及质控品检测严

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B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利用
U3UU#$%(

软件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G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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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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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病变组与对照组
:3̀ /2"

检测结果
"

宫颈病变

组
:3̀ /2"

阳性率为
&#%H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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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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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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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宫颈病变患者
:3̀ /2"

检测结果
"

将
)H&

例宫颈病变者分为
&

个年龄组#分别为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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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阳性率高于其

他年龄组#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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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阳性率最低$

G

$

(%(&

&)

@%A

"

:3̀ /2"

阳性患者
:3̀ /2"

分型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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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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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亚型分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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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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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患者存在不同亚型感染时#分别计入各亚型的阳性例数)

A

"

讨
""

论

:3̀

属乳多空病毒科
"

亚群#是一类无包膜的二十面体

衣壳蛋白病毒#是具有相同结构的异型病毒#主要侵犯皮肤及

黏膜鳞状上皮'

$

(

)已发现
:3̀

基因型
#&(

余种#其中超过

#

"

&

与生殖道感染有关%根据引起生殖道肿瘤的危险性大小#分

为低危型和高危型#高危型的重复持续感染与宫颈癌发病密切

相关'

K

(

)宫颈癌早期筛查对患者的及时诊断*治疗#降低患者

死亡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本研

究显示#在
)H&

例宫颈病变者中#

:3̀ /2"

阳性率已高达

&#%H_

$

K#$

"

)H&

&#说明
:3̀

感染是女性宫颈病变最为重要

的致病因素)就年龄分布而言#性活动频繁期'$

&

$(

$

K(

&岁

组(阳性率最高#达
G$%'_

)说明该年龄段女性因性活动频

繁#

:3̀

感染风险极高)随年龄增长#$

&

K(

$

&(

&岁组阳性率

下降#但大于
&(

岁组阳性率又显著升高#说明女性
:3̀

感染

风险随年龄增长呈/双峰现象0#与相关报道一致'

&,G

(

)但不同

年龄段妇女易感
:3̀

基因型是否不同#尚待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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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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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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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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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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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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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阳性标本分型检测结果显示#高危型感染以

:3̀ #G

*

#'

型为主#分别占
!$%&_

*

##%G_

%其次为
:3̀ $$

*

&'

型#阳性率分别为
G%'_

*

'%&_

%与部分相关报道基本相

符'

),'

(

)

:3̀

分型检测是宫颈病变筛查的重要手段#比细胞学

检测更具时效性#并能有效筛查出高风险人群#有助于及时为

临床医生提供相关信息#实现早期干预性治疗#降低子宫颈上

皮内瘤变$

482

&发展至浸润癌的风险'

H

(

)

综上所述#

:3̀ /2"

检测能准确*全面地反映不同年龄

女性宫颈病变情况#是宫颈癌高效筛查手段之一)在发达国

家#

:3̀

检测已经成为子宫颈病变的常规筛查方法之一)但

由于成本相对较高#在中国的临床推广受到一定的限制)据文

献报道#慢性*持续性高危型
:3̀

感染是诱发宫颈癌的独立

危险因素之一'

#(

(

)因此#全面开展女性
:3̀

筛查#同时做好

宣传和咨询#对宫颈癌的早期防治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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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手足口病抢救无效患儿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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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重症手足口病"

:d*/

$抢救无效患儿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方法
"

对
&

例重症
:d*/

抢救无效

患儿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肠道病毒阳性率为
#((_

&肠道病毒
)#

型阳性率为
'(_

&科萨奇病毒
#G

型均

为阴性#肌酸激酶&天冬氨酸转氨酶异常率为
G(_

&血清葡萄糖异常率为
'(_

#血液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分类百分比&

6

:

值异

常率为
#((_

#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异常率为
K(_

#尿液干化学隐血阳性&蛋白质升高异常率为
K(_

#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

激酶时间异常率为
K(_

%结论
"

及时进行病原学&心肌酶谱&血糖&脑脊液及血液细胞分析&血气分析等相关实验室检查!对

:d*/

并发各脏器损害的动态监测&治疗和疗效判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手足口病#

"

心肌酶谱#

"

血细胞计数#

"

血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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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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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

:d*/

&是一种较常见的儿童肠道传染性疾病#

人群普遍易感#好发于
&

岁以下婴幼儿及部分学龄前儿童#重

者可危及生命)近年来发病率及危重病例数量呈上升趋势'

#

(

)

:d*/

病原以肠道病毒
)#

型$

0̀ )#

&多见#引起的重症比例

也较高'

!

(

)目前对
:d*/

死亡病例未见报道)笔者分析了本

院感染科抢救无效的
&

例
:d*/

患儿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检

查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患儿为
!(#(

年
&

$

'

月本院感染科抢救

无效的重症
:d*/

患儿#年龄
#

岁
K

月至
'

岁
#(

月#均为男

性)重症
:d*/

诊断标准参照卫生部发布的1手足口病诊疗

技术指南$

!(('

版&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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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美国
"-8

公司
3C;<P)&((

荧光定量
345

仪#肠道病毒$

0̀

&*

0̀ )#

*科萨奇病毒
#G

型$

4"#G

&检测试剂

盒及阳性*阴性质控品购自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
[D

N

P

6

L<

公司
7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

剂)日本
U

N

<PAO

公司
X0,&(((

多功能全自动血液*体液细胞

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

?%A

"

方法
"

粪便肠道病毒检测采用荧光定量
345

#严格按试

剂盒说明书操作)采用
7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

肌酸激酶$

4Y

&*天冬氨酸转氨酶$

"U+

&*肌酸激酶同工酶$

4Y,

*-

&*乳酸脱氢酶$

./:

&*

%

,

羟丁酸脱氢酶$

%

,:-/:

&*血糖

$

9.]

&*超敏
4,

反应蛋白$

R<,453

&)采用
X0,&(((

多功能血

液细胞*体液细胞分析仪进行脑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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