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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状瘤病毒$

/0X

&是一组病毒的总称#在基底层细

胞中潜伏)在鳞状上皮细胞中复制*增殖)大量研究证实#

2&5

以上的子宫颈癌与高危型
/0X

的感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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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子宫

颈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

是一种经过医学干预可以使其发病率和病死率下降的恶性肿

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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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分型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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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
/0X

亚型的致

病力不同#而各种亚型的分布却存在地域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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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

过对桂西地区
))$'

例女性宫颈
/0X

感染状况及其基因分型

进行分析#旨在为本地区的
/0X

防治工作和针对性疫苗研制

提供基础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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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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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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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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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受检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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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在百色市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妇产科病房及健康体检中心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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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女性#回顾性收集受检者的临床信息#受检者

的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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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2*&2\2*,,

&岁)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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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百色市及周边$包括临近的贵州和云南&各县市的桂西地区

居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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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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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前处于非月经期和非妊娠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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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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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生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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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未使用阴道内用药物)

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本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伦理学标准#

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并征得受检者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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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基因组提取试剂盒*

0"O

扩增试剂盒*杂

交试剂盒均购自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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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仪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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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购自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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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购自长沙市鑫奥仪器仪

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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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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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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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棉拭子擦去宫颈口的分泌物#再用宫颈

刷在宫颈口顺时针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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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折断多余的刷柄#将刷头放入

含有细胞保存液的标本管中#封闭瓶盖#做好标记#及时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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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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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凯普公司
/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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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计数资料用百分数或率表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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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分析不同年龄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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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在单一感染和多重感染中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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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者#多重感染型别的各亚型单独参与计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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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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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

感染与年龄分布情况
!

三类
/0X

感染类型$高危

型*低危型*高低危混合型&的感染分布情况与年龄有关#按照

年龄段将受检者分为
4

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4&

岁&#不同年龄段的
/0X

感染情

况不同)

4

个年龄段的
/0X

感染类型分布#见表
)

)各年龄

段总感染率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F]&*$&)

&%各年龄段高危型感染率的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2

#

F]&*$%+

&%各年龄段的高危型感染率及

总感染率均呈
sbs

型分布#而各年龄段的高危型感染例数及总

感染例数均呈反
sbs

型分布%各年龄段低危型感染率的各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

F]&*44+

&%各年龄段高

低危混合型感染率的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

F

'

&*&'

&)

表
)

!!

))$'

例桂西地区女性不同年龄段
/0X

感染分布情况

年龄段$岁& 受检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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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仅次于乳腺癌的女性第二大常见妇科恶性肿瘤#

严重危害着女性的生殖健康'

+

(

)我国每年宫颈癌新增患者约

4*'

万例#其中约
)

万例患者死亡'

'

(

)

/0X

是促使子宫内上

皮样瘤变及宫颈癌发生的重要因素'

,

(

#而高危型
/0X

持续性

感染是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主要原因'

4

(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不同
/0X

亚型的致病性存在显著差异#某些亚型的
/0X

主

要与宫颈癌有关#其持续感染可导致宫颈癌'

V#2

(

)国际癌症研

究所也提出#应用
/0X

检测筛查宫颈癌时#必须考虑不同亚

型
/0X

致癌性的差异'

$&

(

)因此#明确我国各地区
/0X

感染

的年龄和基因型分布#对我国
/0X

疫苗的研发和宫颈癌的早

期防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0X

亚型鉴定已超过
$%&

种#不

同亚型引起的病变不同#不同地区
/0X

的总感染率也有差

异#但基本上都以高危型为主)例如昆明地区
/0X

总感染率

为
$,*2&5

#高危型占
V+*2&5

'

$$

(

%天津地区总感染率为

)$*,&5

#高危型占
,)*)'5

'

$%

(

%贵州地区总感染率为
)+*+45

#

高危型占
V'*V,5

'

$)

(

)本研究中#桂西地区
))$'

例妇女

/0X

总感染率为
%$*)&5

#高危型占
V2*'%5

#总感染率及高

危型所占比率均比昆明地区稍高#与其他地区相比有所差别)

总之#尽管各地区的总感染率不尽相同#但感染型别都以高危

型为主#提示临床要加强对高危型
/0X

感染的预防和对适龄

女性的普查)长时间感染某种亚型
/0X

会增加感染另一种

型别
/0X

的概率#而
/0X

的多重感染对宫颈病变发展有促

进作用#

/0X

感染状态的检测可以对宫颈癌的发生风险进行

早期预测'

$+

(

)本研究中#

/0X

多重感染者占所有感染例数的

%4*)+5

#大多以二重感染为主#其中
/0X'%

*

'V

*

$,

*

V$

是多

重感染例数最多的
+

个亚型#提示这
+

个型别可能会增加其他

型别感染的机会#这也与李永川等'

$'

(的结论相近)

/0X

各亚

型的分布存在地区性差异#

X79<DK797

等'

$,

(研究发现#在较发

达地区
/0X

感染最常见的是
/0X$,

#其次为
/0X$V

*

'V

*

'%

*

)$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0X

主要感染型别依次为
/0X$,

*

'%

*

'V

#南亚和东非地区主要是
/0X$,

*

$V

*

)$

#北美地区主要

是
/0X$,

*

$V

*

+'

#西欧地区主要是
/0X$,

*

))

*

'$

)本研究

中#

/0X

感染型别由高到低依次是
/0X'%

*

$,

*

'V

#该结果与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感染型别类似#也与曾昭瑛等'

$4

(的研究相

近#不过感染率最高的是
/0X'%

型而并非
/0X$,

型#这与国

内其他地区报道的结果有差异#如在河南
/0X

感染率前四位

是
/0X$,

*

+)

*

'V

*

'%

'

$V

(

#广东省是
/0X'%

*

,

*

$,

*

+)

'

$2

(

#陕西

是
/0X$,

*

'V

*

$V

*

))

'

%&

(

#内蒙古是
/0X$,

*

'V

*

'$

*

'+

'

%$

(

)这

可能与百色地区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相关)

目前研发上市的
/0X

疫苗大多是
">B=AB7M

$英国
!CAM<.G7?K

TC79>

公司&和
!ABDA87C

$美国
1>BJN

公司&生产#

">B=AB7M

疫苗

只能预防
/0X$,

和
/0X$V

#

!ABDA87C

疫苗也只能预防
/0X

,

*

$$

*

$,

*

$V

#因此为了预防不同亚型的
/0X

#有效防治本地区

的
/0X

的传播#应加强本地区针对性的疫苗研制)本研究结

果显示#桂西地区不同年龄段妇女的
/0X

总感染率和高危型

感染率呈
sbs

型分布#低危型和高低危混合型
/0X

感染率在

不同年龄段的分布中#以
$

)&

岁和
(

,&

岁
%

个年龄段为感染

的高峰期)这估计与
$

)&

岁人群的性行为相对比较活跃有关

$

/0X

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而中老年人较高的感染率可能

与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本研究还发现#总感染例数和高危型

/0X

感染例数在不同年龄段中呈反
sbs

型分布#低危型和高

低危混合型感染例数同样也是两端少*中间居多的趋势)以上

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女性
/0X

感染途径主要为性传播#女性患

者在绝经期前性生活比较活跃#即使接受药物治疗后也极易再

次感染#这使感染例数累计增多#而绝经后患者性生活急剧减

少#药物或手术治疗后却不易再次感染#感染例数也随之减少)

由于
/0X

感染的分布存在地域性差异#因此对本地区
/0X

感染状况的调查和分析#了解本地区
/0X

基因型分布特点#

对本地区宫颈癌的预防和监测及针对性的疫苗研制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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