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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分型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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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湛江市区
$*(*

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中人乳头瘤病毒"

P#X

%基因各亚型感染现状&方法
!

采用核酸分

子快速导流杂交分型技术!对
$*(*

例女性的宫颈脱落细胞进行核酸的提取和
P#X

基因分型检测&结果
!

$*(*

例女性宫颈脱

落细胞
P#X

阳性
+$$

例!感染率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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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基因型均被检出!其中单纯高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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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感染率
$1&23

"

)+'

)

$*(*

%$单纯低危型
1)

例!感染率
+&$3

"

1)

)

$*(*

%$高'低混合感染型
2'

例!感染率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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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一感染
)2/

例!感染率

%(&)3

"

)2/

)

$*(*

%!多重亚型感染
$''

例!感染率
*&(3

"

$''

)

$*(*

%&感染率较高的
+

种亚型是
P#X+%

"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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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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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以下女性人

群感染率较高&结论
!

湛江市区女性宫颈脱落细胞
P#X

感染率为
%/&*3

!

P#X+%

'

$2

'

$*

'

+*

'

*)('

是常见的感染基因型!高危

型占阳性样本的
1(&+3

$应加强
+(

以下女性人群
P#X

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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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

P#X

&是导致宫颈癌的重要致病因子#大

约
11&/3

的宫颈癌患者中发现
P#X

感染'近年宫颈癌的防

治研究中认为高危型
P#X

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主要危

险因素)

$8%

*

'所以#

P#X

检测也成为宫颈癌筛查的必不可少的

方法'本文研究通过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技术对湛江市区女性

宫颈脱落细胞进行
P#X

基因分型检测#分析湛江市区女性

P#X

的感染情况及亚型分布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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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妇科

门诊就诊的自愿接受宫颈脱落细胞
P#X

感染分型筛查的

$*(*

例女性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2&+

岁#均来自湛江市

区及周边地区'

@&A

!

仪器及试剂
!

核酸分子快速杂交基因分型检测系统#包

括
_!/2((#Q,

扩增仪$广州达安&#

PPW8%$

型医用核酸分子

快速杂交仪$广东凯普&#基因组抽提试剂盒(聚合酶链反应

$

#Q,

&扩增试剂盒及杂交试剂盒由广东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

@&B

!

方法

@&B&@

!

宫颈脱落细胞的采集
!

先用棉拭子将阴道及宫颈口过

多的分泌物轻轻擦拭干净#再用试剂盒提供的专用宫颈刷插入

子宫颈外口#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
+

圈采集宫颈脱落细胞#然

后将其放入含专用细胞保存液的试管中#

'e

冰箱保存'

@&B&A

!

_R!

提取与扩增
!

吸取
+((

%

-

细胞悬液标本#

$'(((=

"

;57

离心
$;57

#弃去上清液#然后按试剂盒的
_R!

提取步骤抽提
_R!

'取
$

%

-_R!

抽提液#加入
P#X

扩增体

系#采用 扩增仪扩增#

1+e

预变性
$(;57

#

1+e

变性
$(6

#

++

e

退火
)(6

#

/%e

延伸
'+6

#扩增
'(

个循环#最后
/%e

延伸
+

;57

#

#Q,

扩增的产物立即杂交分型或
L%(e

保存备用'

@&B&B

!

分子杂交分型
!

#Q,

扩增产物
1+e

变性
+;57

#立即

放入冰盒
%;57

#与
$;-

预热至
'+e

的杂交缓冲液混合#在

导流杂交仪上
'+e

孵育
$(;57

后导流杂交#加入封阻液封

闭#酶标#冲洗#显色#在
)(;57

内查看分析结果#每次试验必

须具备反应质控点#杂交显色质控点#阳性对照点显色#阴性对

照点不显色#表示同时在控#试验结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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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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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

亚型分布
!

检测
$*(*

份患者标本#阳性标本
+$$

份#总阳性率
%/&*3

#共检出
%$

分型#其中单纯高危型
)+'

份#

单纯低危型
1)

份#高(低混合感染型
2'

份#各种基因型分布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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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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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
P#X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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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别阳性感染率

P#X

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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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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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阳性标本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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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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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
P#X

感染率
!

见表
%

'

A&B

!

P#X

单一(多重感染阳性率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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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
P#X

单一'多重感染率%

$

#

3

$&

P#X

基因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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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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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g'1%

&

)(

!&

'(

$

$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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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g'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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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g$(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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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单一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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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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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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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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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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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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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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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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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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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感染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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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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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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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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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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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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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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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

单一'多重感染阳性率

P#X

基因型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3

&占阳性标本中的比例$

3

&

单一感染率
)/' %(&/ /)&%

二重感染率
1/ +&' $*&1

三重感染率
%1 $&2 +&/

四重感染率
/ (&' $&'

五重感染率
) (&% (&2

六重感染率
( (&( (&(

七重感染率
$ (&$ (&%

总阳性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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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

亚型感染分布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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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
P#X

亚型感染分布

P#X

基

因型
$

&

%(

$

$g2'

&

%(

!&

)(

$

$g'1%

&

)(

!&

'(

$

7g2$*

&

'(

!&

+(

$

$g'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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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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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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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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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2 1 %2 $2 1 $ $

P#X$$ / $$ / $/ ) (

P#X$2 ' %' %1 %( ) )

P#X$* ' )1 $) %) % (

P#X)$ % % + + $ (

P#X)) % 2 / $( ( $

P#X)+ ( $ ) % ( (

P#X)1 % + + * ( $

P#X'% $ ( ( ) $ (

P#X') ( ( ( $ ( (

P#X'' ( ' ) ) ( (

P#X'+ $ $ 2 $ ( (

P#X+$ ( ( ( $ ( (

P#X+% 1 )) '% )+ / $

P#X+) + 2 $' $/ $ $

P#X+2 $ ' + ' ( (

P#X+* % $) %$ %2 % )

P#X+1 $ ' ' ) ( (

P#X22 $ 2 2 2 $ %

P#X2* ' + $( 1 $ (

P#X*)(' ) $( %' %% % (

B

!

讨
!!

论

根据致病性
P#X

可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低危型主要引

起生殖器官尖锐湿疣#高危型
P#X

持续感染可导致女性(阴

道(宫颈损害#甚至癌变%

P#X

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

113

的子宫颈癌都与生殖器官感染高危型
P#X

有关)

)

*

'

P#X

的基因亚型较多#不同基因型的危险性也差异较大'宫

颈癌是目前唯一一个病因明确的妇科恶性肿瘤#即高危型

P#X

的持续感染#其引起的病变是一个多步骤的较长的过程#

所以早期筛查及早发现病变是完全有可能的#对
P#X

感染筛

查及型
$

检测是现阶段预防和控制子宫颈癌的重要手段#对

P#X

进行检测和基因分型对宫颈癌的早期防治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技术通过寡核苷酸探针杂交可检

出
$+

种高危型别
P#X_R!

#包括
P#X$2

(

$*

(

)$

(

))

(

)+

(

)1

(

'+

(

+$

(

+%

(

+)

(

+2

(

+*

(

+1

(

22

(

2*

及
2

种低危型别
P#X_R!

#分

别是
P#X2

(

$$

(

*$

$

Q#*)('

&(

'%

(

')

和
''

'

本试验结果显示#采用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技术对本地

区
$*(*

份女性宫颈脱落细胞进行分型分析#

P#X

的
%$

种基

因型全部被检出#在
$*(*

份中检出
+$$

份#阳性率
%/&*3

#低

于北京地区的
+/&$3

)

'

*

%不同国家和地区
P#X

的人群感染率

不同#我国的北京(山西(新疆等地区#

P#X

检出率为
$(3

!

'(3

不等)

+8/

*

'这说明宫颈
P#X

感染阳性率存在地域性的

差异'

本试验也显示高危型占总感染率的
1(&+ 3

#低危型占

1&+3

'单一亚型感染
)/'

例#感染率为
%(&/3

#占阳性标本

的
/)&%3

%多重亚型感染
$)/

例#感染率
/&/3

#在阳性标本占

%2&*3

#说明感染以高危型为主#单一感染是主要的感染方式'

表
%

结果显示#在各年龄段
P#X

感染者中以
%(

!&

)(

岁感染

率最高#占该年龄段人数的
*'&+3

#其次为小于
%(

岁的人群#

占
'*&+3

#由此提示上述人群有更高风险患上宫颈癌'

本文结果还显示#

P#X

各亚型感染率由高到低$前
/

位&

依次为
P#X+%

(

$2

(

$*

(

+*

(

*)('

(

2

(

$$

#与陈秀杰等)

*

*报道的

P#X

感染率由高到低为
P#X$2

(

+*

(

$*

(

'+

(

))

(

+1

(

+%

有差别#

可见
P#X

亚型分布存在地域和人群差异'

本研究显示
P#X+%

是最常见的亚型#单纯高危
P#X

感

染
)+'

例#感染率为
$1&23

#单纯低危型
P#X

感染
1)

例#感

染率为
+&$3

#高(低危混合型
P#X

感染
2'

例#感染率为

)&+3

'

陈玲等)

1

*认为
P#X

多重混合感染易导致宫颈癌变#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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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对宫颈癌的发生(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多重感染检测

可预测宫颈癌的发生风险'本研究显示多重混合感染占检测

人数的
/&/3

#占阳性标本的
%2&*3

#其中以二重感染为主'

表
'

结果显示#各年龄段
P#X

感染的型别略有不同'

%(

岁以下受检者感染人数较多的类型是
P#X2

(

+%

(

$$

%

%(

!&

)(

岁的是
P#X$*

(

))

(

2

%

)(

!&

'(

岁的是
P#X+%

(

$2

(

*)('

%

'(

!

&

+(

岁的是
P#X+%

(

+*

(

$*

%

'(

!&

+(

岁的是
P#X+%

(

$2

(

$$

%

+(

!&

2(

岁的是
P#X+%

(

$$

(

$2

%

2(

岁及以上的是
P#X$2

(

+*

(

22

'

综上所述#湛江市女性人群
P#X

感染率为
%/&*3

#多为

高危型感染#主要感染型别依次为
P#X+%

(

$2

(

$*

(

+*

(

*)('

(

2

(

$$

'

P#X

感染的主要是
+(

岁以下年龄的人群#所以要加强这

一年龄段女性人群的
P#X

感染相关健康保健知识的普及#提

高早期自我防护意识%同时也要加强宫颈
P#X

感染筛查#及

时发现#早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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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Q"

对急性发热患者菌血症的诊断效果探讨

陈池华!周
!

飞!黄汉常

"广东省中山市板芙医院检验科!广东中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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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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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清降钙素原"

#Q"

%水平对急性发热患者菌血症的诊断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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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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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性发热患者为研究

对象!并分为菌血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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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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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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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各组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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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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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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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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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的曲线下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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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其诊断价值!并确定最佳临界值及其灵敏度'特异

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
9̂:I?7

指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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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血症组血清
#Q"

水平明显高于局部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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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血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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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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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非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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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血症是外界的细菌或真菌在血液内繁殖并随血流在全

身播散#目前血液培养是确诊菌血症的.金标准/#但难以进行

快速诊断'降钙素原$

#Q"

&是降钙素的前提#当体内出现较严

重的细菌感染时外周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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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会明显升高'本研究旨

在探讨血清
#Q"

水平对急性发热患者菌血症的诊断效果#为

临床应用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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