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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该地区各年龄段疑似宫颈病变患者人乳头瘤病毒"

/̀M

#感染情况及
/̀M

亚型的分布情况$方法
"

运

用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法对
>("

例疑似宫颈病变患者进行
/̀M

分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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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疑似宫颈病变患者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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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岁年龄

段感染率最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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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亚型中!以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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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型所占比例最高$结论
"

各地区
/̀M

感染存在地区分布差异!该地区

与其他地区亚型分布有一定差异!但与国内调研结果总体基本一致$在年龄分布上
/̀M

的感染以中年期女性为主!与女性性活

跃程度有关$

关键词"宫颈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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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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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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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布

!"#

!

)*8+7!7

"

;

8<33=8)!(+1>)+*8"*)"8*(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

"

"*)"

#

*(1*9)41*"

HTO32:,

-.

'/*/5

-

3434*>(>(/3'3+6323

.

'(,'0

.

/,4'*,3@4,7('1<4(/5043'/3'3

!"#/'".2".

#

H;.#

$

<"#

$

6"'

$

0&

)

"123&#2.

4

%"E.1"2.1

-

#

2;&<'192C&.

)

:&@9,.9

)

'2":.

4

R&'

8

'"#

$

B'2

-

#

R&'

8

'"#

$

+'6;("#!>)***

#

B;'#"

%

9:3,1/(,

!

":

;

'(,4<'

"

?@6=6E

I

O&2H&

G

C&A6E&='&@JHK%6=

G

6

G

<EE@%6A<CK3

$

/̀M

%

6=F<233KD2

IG

&3<=3K3

G

&'2&F

G

62<&=23L<2H

'&CA<'6EF<3&63&38=',7+03

"

>("'63&3@J3K3

G

&'2&F

G

62<&=23L<2H'&CA<'6EF<3&63&3L&C&F&2&'2&FJ@C /̀M3KD2

IG

&D

I

K3<=

B

=K'E&<'

6'<FJE@L12HC@K

B

HH

I

DC<F<O62<@=8>'325,3

"

5=2H&2@26E@J>("

G

62<&=23

#

<=J&'2<@=C62&@J3KD

;

&'2362+*Y+7

I

&6C3@EFL632H&H<

B

H&328

5=6EE /̀M3KD2

IG

&3

#

H<

B

HC<3̂ /̀M

#

<='EKF<=

B

/̀M4"

#

)!6=F49

#

L&C&L<2H2H&H<

B

H&32

G

C@

G

@C2<@=8%+*(5234+*

"

?H&<=J&'2<@=

C62&@J /̀M%<

B

H2D&F<JJ&C&=2J@CF<JJ&C&=2C&

B

<@=3

#

6=F2H&F<32C<DK2<@=@J /̀M3KD2

IG

&3%<

B

H2D&L<2H6E<22E&F<JJ&C&='&

#

'@%1

G

6C&FL<2H@2H&CC&

B

<@=3

#

DK2'@=3<32&=2L<2HC&3&6C'HC&3KE23<=$H<=68̀ /M'@KEF%6<=E

I

<=J&'2%<FFE&6

B

&L@%6=

#

6=F<2%<

B

H2

D&C&E62&FL<2H3&PK6E6'2<A<2

I

@JJ&%6E&38

?'

-

@+103

!

K2&C<=&'&CA<'6EF<3&63&3

&

"

HK%6=

G

6

G

<EE@%6A<CK3

&

"B

&=@2

IG

&

&

"

6

B

&F<32C<DK2<@=

""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癌症之一#仅次于乳腺癌)在中国#宫

颈癌已取代乳腺癌成为女性首位恶性肿瘤#而宫颈癌患者中

77:

以上可检测出
/̀M TU.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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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

H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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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6A<CK3

#

/̀M

%为乳多空病毒科
.

属成员#是一类感染

表皮和黏膜鳞状上皮的双链环状
TU.

病毒#主要以接触传播

为主)根据
/̀M

致病力的不同#可分为低危型*中危型和高

危型)低危型和中危型与外生殖器良性病变或宫颈上皮内瘤

变
%

级$

$5U

%

%有关#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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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而

高危型与宫颈内高度病变及宫颈癌有关#较常见的有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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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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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亚型)本研究采

用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对患者进行检测#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8A

"

一般资料
"

该院门诊及住院
"*

#

!*

岁疑为宫颈病变$炎

症*畸形*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肿瘤%的患者进行宫颈脱落细胞采

集#共采集样本
>("

例进行
/̀M

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分型

检测)

A8B

"

样本采集
"

样本采集前用无菌生理盐水洗去宫颈外分泌

物#再用专用采集器采集宫颈分泌物#并置于细胞保存液中密

封送检)样本如不能立即检测#可于
Y"*X

暂时保存)

A8C

"

仪器与试剂
"

达安
T.(!**

扩增仪#凯普生物化学有限

公司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仪及试剂盒)

A8D

"

检测方法
"

取
*84%N

样本#采用分离法抽提
TU.

&

/$-

扩增体系$每例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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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TU.?6

W

酶
*8(4

$

N

#

TU.

模板
)

$

N

#按照条件扩增&扩增后取
"*

$

N/$-

扩增产

物加入
*84%N

杂交液
>4X

杂交#其余所有操作均按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根据
/̀M

分型分布图即可判断阳性点为何种

亚型)

A8E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8*

软件分析#以百分率作

/̀M

感染评价指标#

/̀M

检出率差异进行
.

" 检验#

C

#

*8*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多重感染者#在
/̀M

亚型分布统计

时各亚型的阳性率重复计算)

B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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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B8A

"

对
>("

例样本进行
/̀M

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法检

测#共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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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患者#阳性率
"*89: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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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多重感染#

79

例阳性患者检出不同亚型例数合计
)!>

例)在

本研究中#未发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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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感染患者)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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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宫颈病变患者
/̀M

感染检出率(

#

#

:

%)

年龄$岁% 例数$

#

%

/̀M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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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B

"

患者感染
/̀M

的高峰在
+*

#

+7

岁)

"*

#

"7

岁的感染

率为
"48!:

#

+*

#

+7

岁感染率为
"98(:

#两个年龄段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而
>*

岁之后感染率明显下降#

/̀M

感染检出率存在明显差异#

+*

#

+7

岁与
>*

#

>7

岁年龄段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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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8*4

%)感染患者中#单一

感染占
))8*":

$

4"

"

>("

%#多重感染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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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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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的基因型表明#以高危型为主#感染率最高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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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亚型在宫颈病变患者中的分布情况

/̀M

亚型 阳性数$

#

% 百分比$

:

%

/̀M

亚型 阳性数$

#

% 百分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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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多重感染者#各亚型的阳性率重复计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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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核酸分子快速杂交分型检测能对
/̀MTU.

进行

快速分型#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宫颈癌是女性癌症死亡率最高

的疾病之一)年龄是
/̀M

感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在
>*

岁以

前感染率逐渐增加#

+*

#

>*

岁达到高峰#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感

染率又降低#这可能与女性的性活跃程度有密切关系#即部分

感染为一过性的#而非持续感染&另一方面#可能感染后产生免

疫抵抗力而不会重复感染同一亚型
/̀M

)但也有报道提示#

随着年龄增加到一定程度#

/̀M

的感染率会增高#原因为人体

雌*孕激素的改变使得
/̀M

更易侵袭#本研究中未发现这一

现象#估计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这些激素改变而延迟)

/̀M

的亚型分布显示#主要以高危型为主#其中
/̀M4"

占

"*8(:

#

/̀M)!

占
)784:

#

/̀M49

占
)+8>:

#其他包括中国

人常见的
$/9+*>

亚型及低危型共计不到
4*:

#这与国际癌症

协会$

5.-$

%的调查结果不尽相同$不包括中国人%

'

+

(

)可见

/̀M

基因型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而且中国不同地区之

间也存在着分布差异#如华中地区以
/̀M)!

最多'

>14

(

)国内

外报道的
/̀M)9

是仅次于
/̀M)!

的主要致病型'

!

(

#在本研

究中仅占
484:

#列第
!

位)有报道江西省宫颈癌患者以

/̀M)!

*

49

*

++

*

+)

为主#且感染率相近#与本研究也有一定差

别'

(

(

)可见地区差异对
/̀M

亚型分布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在
>("

例患者中#有部分患者$

>!

例%为多重感染#但未发现多

重感染因素与宫颈病变存明显的相关性)另有
4

个亚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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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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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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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组检测中未发现#在其他一些报道中这几个

亚型的比例也较低)就
/̀M

亚型在中国的分布情况而言#本

地区与其他地区总体上还是存在较多相似之处)本研究阳性

率较高#可能与采集的样本是高危患者有一定关系)

总之#通过对
/̀M

亚型在各年龄段感染情况的研究#可

以帮助对高发年龄段的人群进行定期体检#以及早期发现宫颈

病变#并对其采取合理干预)通过对
/̀M

亚型分布的分析比

较#可以明确本地区与其他地区
/̀M

感染亚型及其比例的不

同#因此可据此设计包括该地区常见亚型的导流杂交膜或基因

芯片#以用于筛查诊断#还可根据常见类型研究制备针对性的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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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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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经过初筛的标本与未经过初筛的不合格率进行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因此采血前进行快速检

测谷丙转氨酶#将大大降低采血后谷丙转氨酶的不合格率#提

高血液采集效率#既节省血源#也节约检验成本等&同时也给献

血者提示#如何健康饮食和健身运动)表
"

显示两种方法检测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说明用干式化学法快速检

测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对肝炎病毒作血液筛检时#谷丙转氨酶的检测有一定价

值)其异常除了与肝脏疾病有关外#还可能同其他疾病有关#

不仅可排除谷丙转氨酶异常的献血者#还可以排除肝脏以外的

其他某些疾病患者)谷丙转氨酶血液筛查在某种程度上能减

少丙型肝炎病毒0窗口期1感染和乙型肝炎病毒隐匿性感染的

风险)造成谷丙转氨酶升高的常见原因有多种#除肝脏本身的

疾病外#药源性或中毒性肝损害以及药物过敏等都可导致其升

高)另外#对健康献血者而言#献血前饮酒*劳累或熬夜*剧烈

运动*近期吃过多油腻食物*体型肥胖等也会使谷丙转氨酶升

高)若有这些不良习惯者前来献血#谷丙转氨酶的检测具有临

床意义)

参考文献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8]R)9>!(1"**)

献

血者健康检查要求'

#

(

8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8

'

"

( 陈长荣#彭琼#张永昌
8

厦门市无偿献血者谷丙转氨酶检测结果分

析'

Z

(

8

中国输血杂志#

"**"

#

)4

$

!

%!

>*)1>*+8

'

+

( 宫伟#高东英#张桂枝
8

北京市街头无偿献血情况统计分析'

Z

(

8

中

国输血杂志#

"**"

#

)4

$

>

%!

"!91"!78

'

>

(

[6

G

E6=N.

#

/&3'&.Z

#

[6O%<&C'O6̂ #$8$E<=<'6E$H&%<32C

I

'

,

(

8

#28N@K<3

#

,S

!

,@3D

I

#

"**+

!

+9>1+9(8

'

4

(

&̀=C

I

ZR

#

T6A&

I

\-

#

&̀C%6=$Z

#

&26E8$E<=<'6ET<6

B

=@3<36=F

,6=6

B

&%&=2D

I

N6D@C62@C

I

,&2H@F3

'

,

(

8/H<E6F&E

G

H<6

!

#6K=1

F&C3

#

"**)

!

"7*1"7+8

$收稿日期!

"*)"1*"1)+

%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2ZN6D,&F

!

.

G

C<E"*)"

!

M@E8++

!

U@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