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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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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人乳头瘤病毒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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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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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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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49(

#检测人乳头瘤病毒"

/4[

#的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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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择
+,)>

年
+

月

至
+,):

年
+

月于本院就诊的宫颈病变患者
+,-

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49(

和第二代杂交捕获法"

/9

(

#对宫颈组织标本进行

/4[QR7

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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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宫颈上皮内瘤变"

9YR

#患者实时荧光定量
49(

和
/9

(

法
/4[QR7

阳性

检出率分别为
@-;>)]

和
.>;<)]

!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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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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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宫颈炎及鳞状上皮病变患者实时荧光定

量
4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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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4[QR7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

和
-:;))]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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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实时

荧光定量
49(

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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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4[QR7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

和
><;:*]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实

时荧光定量
49(

和
/9

(

都可用于
/4[QR7

检测!二者对某些类型宫颈疾病的检测阳性率存在差异$实时荧光定量
49(

检测

对
/4[

感染具有一定的辅助诊断意义!有利于宫颈类疾病的早期诊治!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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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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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是导致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主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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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

9YR

%患者存在
/4[

感染#至少
.>]

的宫颈癌患者宫颈组织标本可检出
/4[

QR7

片段#高危型
/4[QR7

检出率更高)因此#

/4[QR7

检测有助于为宫颈癌诊断提供一定的依据#提高宫颈癌预防和

治疗水平)

/4[

种类较多#其中高危型主要包括
)>

种#中国

人群感染率较高的高危型
/4[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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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

)以往多采用第二

代杂交捕获法$

/9

(

%进行
/4[QR7

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

尚可)近年来#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49(

%技术在
/4[

QR7

检测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本研究比较了实时荧光定量

4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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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方法
/4[QR7

检测结果)现将研究结果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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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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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的宫颈病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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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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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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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排除合并其他严重的生殖系统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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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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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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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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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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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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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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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宫颈炎及鳞状上皮病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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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他

类型病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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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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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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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根据美国国立生物

技术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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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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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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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QR7

序列#

合成
+

条约
.,K

D

长的碱基片段#中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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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碱基互补重

叠区#采用片段重叠延伸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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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型阳性质粒)

采用深圳凯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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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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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试剂盒及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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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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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对患者宫颈组织标本进行
/4[QR7

检测)特异性引物和探针分别与靶序列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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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酶在引物的

引导下复制靶序列#遇到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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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引物之间的探针时#发挥

>V

端外切酶功能#将探针水解#形成游离的羧基荧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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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

S7?

荧光基团发射荧光#每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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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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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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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荧光信号)当靶序列呈指数增长时#发射的荧光信号量相应

增长)因此#标本含有相应类型的
/4[QR7

时#可出现荧光

信号的积累#从而达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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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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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采用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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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对患者宫颈组织标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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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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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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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6466)@;,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不同方法检测结果一致性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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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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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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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法
/4[QR7

阳性检出率为
@-;>)]

$

<+

"

<<

%#

/9

(

法

/4[QR7

阳性检出率为
.>;<)]

$

::

"

<<

%#二者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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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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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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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一致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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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实时荧光

定量
49(

法
/4[ QR7

阳性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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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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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4[QR7

阳性检出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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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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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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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49(

和
/9

(

检测结果总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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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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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
/4[QR7

检测结果#

0

$

/9

(

实时荧光定量
49(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 *. <:

合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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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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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的
/4[

基因型大约有
),,

多种#其中至少有
*,

种可导致生殖系统感染#

+,

余种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密切相

关'

<!@

(

)根据致病能力的不同#可将
/4[

分为高危型和低危

型两种)低危型
/4[

感染易诱发湿疣)高危型感染
/4[

持

续感染可导致病毒基因组和宿主细胞染色体脆性部位相互融

合#降低宿主细胞基因稳定性#激活细胞癌基因#进而诱发宫颈

癌)有研究显示#宫颈癌患者宫颈组织标本
/4[QR7

阳性

检出率超过
.>]

'

),!)+

(

)因此#

/4[QR7

检测有助于宫颈疾

病的预防和治疗)

以往多采用
/9

(

法进行
/4[QR7

检测#应用效果尚

可)随着实验室诊断技术的发展#实时荧光定量
49(

检测在

的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

)-!)>

(

)实时荧光定量
49(

技术将荧光

基团加入
49(

反应体系#在
49(

反应过程中#荧光染料特异

性结合
QR7

双链#在被水解*游离后#发射荧光信号#最终使

荧光信号和
49(

产物同步增加)采用全自动荧光定量扩增分

析仪既有利于降低工作量#简化工作程序#也避免了人为因素

对检测结果的影响#保证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不同分析方法

对相同项目的检测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宫

颈病变患者宫颈组织标本
/9

(

和实时荧光定量
49(

法
/4[

QR7

检测结果总符合率为
.);+.]

#说明两种检测方法对高

危型
/4[QR7

的检测结果相关性较高)

9YR

患者宫颈组织

标本两种方法
/4[QR7

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但慢性宫颈炎及鳞状上皮病变患者实时荧光定量

49(

法
/4[QR7

阳性检出率高于
/9

(

法$

(

$

,;,>

%#说明

实时荧光定量
49(

法在
/4[

感染诊断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

综上所述#实时荧光定量
49(

和
/9

(

都可用于
/4[

QR7

检测#检测结果相关性较好#但对某些类型宫颈疾病的检

测阳性率存在差异)实时荧光定量
49(

检测对
/4[

感染具

有一定的辅助诊断意义#有利于宫颈类疾病的早期诊治#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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