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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渝东北地区女性宫颈人乳头瘤病毒"

X̀̂

$感染的基因型分布情况!为预防
X̀̂

感染

和宫颈疾病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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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原位杂交技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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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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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检

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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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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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染率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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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型
X̀̂

感染率为
4)*),5

!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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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
X̀̂

基因亚型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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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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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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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低危型
X̀̂

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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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因亚型为

X̀̂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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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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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单一感染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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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双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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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例!多重感染
(7,

"

4*675

$例&

X̀̂

感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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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岁的年轻女性为主"

,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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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岁患者
X̀̂

感染率最高"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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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感染率

为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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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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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
"(

型感染在渝东北地区最为常见!总体符合亚洲人群分布规律!同

时又具有独特的地域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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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在

女性恶性肿瘤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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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

计#

4+5

的宫颈癌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新发

病例约占世界宫颈癌新发病例的
)3*"#5

#宫颈癌已

成为中国妇女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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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已证

明持续性人乳头瘤病毒'

X̀̂

(感染是宫颈癌发病的

主要原因&

目前已知
X̀̂

有一百多种型别#其中可以感染

生殖道黏膜的有
"3

种&根据
X̀̂

致病的差异性#将

其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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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X̀̂

基因型

分布具有地域性)种族性及多样性的特点#本文研究

了渝东北地区女性宫颈细胞中
)#

种
X̀̂

的感染率

及基因型分布情况#以期能对渝东北地区宫颈癌的防

控以及女性对疫苗的选择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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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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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岁患者
34(,

例#

3"

岁以上患者
)##)

例&

对就诊的
63+(

例女性的宫颈细胞进行
)#

种
X̀̂

基因分型检测&

D*E

"

仪器与试剂
"

<%07,+(

型
7,

孔基因扩增仪购

自杭州安杰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1;̀ (4

型核酸分

子杂交仪购自亚能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

!!

C:;

EDIG"4(+'

型高速冷冻离心机购自德国
$

!!

C:EDIG

公司*

X̀̂

基因分型'

)#

型(检测试剂盒'

XK'

反向

点杂交法(购自亚能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每次

实验所需显色液需要用蒸馏水当时配制&

D*F

"

方法

D*F*D

"

标本采集
"

用一次性阴道扩张器暴露宫颈#

擦去宫颈口多余的分泌物#用宫颈刷在宫颈口旋转刷

3

$

"

圈#慢慢抽出后#将刷尖浸泡在细胞取样管的固

定液内#沿刷柄折痕处折断刷头#旋紧管盖后送检&

D*F*E

"

.1<

提取
"

细胞取样管置于震荡混匀器上

充分震荡混匀#吸取细胞保存于
(*+

$

(*">V

离心管

中#

#+++I

"

>9:

离心
(+>9:

&小心吸弃上清液#在沉

淀中加入
(++

"

V

裂解液#震荡混匀后#放入
(++_

的

金属浴中煮
(+>9:

#随后
#+++I

"

>9:

离心
(+>9:

#吸

取上层
.1<

溶液待测&

D*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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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扩增
"

吸取上述
.1<

溶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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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于

X̀̂

基因分型试剂
(

中#放入
XK'

仪扩增&

D*F*G

"

.1<

杂交
"

整个实验操作步骤按照亚能

(̀4

型杂交仪和
X̀̂

基因分型试剂操作说明书进

行&将膜条编号#放入杂交仪对应槽内#将上述
XK'

产物全部加入到对应槽#开始杂交&每份标本显色后

根据蓝色圆点的有无和深浅来判断结果&

D*F*J

"

判定结果
"

'

(

(每份膜条上在
XK

点显出蓝色

圆点表示实验有效*'

)

(阴性质控品不应在对应位置

上显示蓝色圆点*'

#

(阳性质控品应在对应位置上显

示蓝色圆点*'

3

(膜条上有
)#

个
X̀̂

型别位点!其中

高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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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

##

)

#"

)

#7

)

3"

)

"(

)

")

)

"#

)

",

)

"4

)

"7

)

,,

)

,4

)

6#

)

4)

)

4#

#低危型
,

)

((

)

3)

)

3#

)

4(

&'

"

(除
XK

点外如有
(

个蓝色圆点为单一感染#

)

个为双重感染#

同时显示
)

个以上的蓝色圆点则为多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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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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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D

"

X̀̂

各型别阳性检出率
"

本研究通过对渝东

北地区
63+(

例宫颈上皮细胞标本进行
)#

种
X̀̂

基因分型检测#查出有
)(7(

例阳性患者#

")(+

例阴

性患者#得到该地区
X̀̂

感染率为
)7*,+5

'

)(7(

"

63+(

(#其中
X̀̂ ")

型是最主要的感染型别#检出率

为
)#*"(5

'

"("

"

)(7(

(*位于第二位的是
X̀̂ (,

型#共
3+(

例#其阳性检出率为
(4*#+5

'

3+(

"

)(7(

(*

X̀̂ "#

型阳性检出率为
(,*,,5

'

#,"

"

)(7(

(#共有

#,"

例#见表
(

&

E*E

"

渝东北地区妇女
X̀̂

感染的不同亚型构成
"

单一
X̀̂

感染
(3,4

例#阳性检出率为
(7*435

'

(3,4

"

63+(

(#双重感染
"#(

例#阳性检出率为

6*(45

'

"#(

"

63+(

(#多重
X̀̂

感染
(7,

例#阳性检

出率为
)*,"5

'

(7,

"

63+(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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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地区妇女
X̀̂

感染的不同亚型构成

型别
X̀̂

亚型'

1

( 感染例数'

1

( 构成比'

5

(

高危型
(, 3+( (4*#+

(4 (33 ,*"6

#( #, (*,3

## ,# )*44

#" "6 )*,+

#7 6" #*3)

3" (" +*,4

"( (4+ 4*))

") "(" )#*"(

"# #," (,*,,

", ,( )*64

"4 )(3 7*66

"7 ()( "*")

,, ()( "*")

,4 (## ,*+6

6# #) (*3,

4) (+ +*3,

4# (+ +*3,

低危型
, 6# #*##

(( 6# #*##

3) 6) #*)7

3# 6+ #*(7

4( )," ()*+7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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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地区妇女
X̀̂

不同感染类型构成情况

感染类型 感染人数 感染构成比'

5

( 感染率'

5

(

单重感染
(3,4 ,6*++ (7*43

双重感染
"#( )3*)3 6*(4

多重感染
(7, 4*7" )*,"

E*F

"

不同年龄段女性感染率
"

X̀̂

感染以
$

3"

岁

的年轻女性为主'

,4*375

(#

)"

$

3"

岁患者
X̀̂

感

染率最高'

,"*+65

(#

%

3"

岁感染率为
#(*"(5

#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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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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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地区不同年龄段妇女
X̀̂

感染情况

年龄段 人数'

1

( 感染例数'

1

( 感染构成比'

5

( 感染率'

5

(

%

3" )##) ,7+ )7*"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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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4(, (3), )7*,( (7*)6

$

)" )"# 6"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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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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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女性在性活跃期都会有
X̀̂

感染#全球每

年约有
"+

万女性新发宫颈癌&

X̀̂

的主要传播途

径是性接触传播#与
X̀̂

阳性者一次性接触后的感

染率为
"+*++5

#可为单一型别
X̀̂

感染#也可同时

感染两种或两种以上型别#即双重感染和多重感

染$

3

%

&根据致癌风险性的高低#可将
X̀̂

亚型分成

高危型和低危型#前者包括
(,

)

(4

)

#(

)

##

)

#"

)

#7

)

3"

)

"(

)

")

)

"#

)

",

)

"4

)

"7

)

,,

)

,4

)

6#

)

4)

)

4#

型*低危型包括

,

)

((

)

3+

)

3)

)

3#

)

4(

型&

大多数情况下#人体感染
X̀̂

后无明显症状#一

般情况下#

7+5

的
X̀̂

感染可被机体免疫系统清除#

低危型
X̀̂

清除时间
"

$

,

个月#而高危型则需要

4

$

)3

个月&据流行病学资料表明#高危型
X̀̂

诱

发宫颈癌的概率约为
(*+5

#低危型则仅为
+*

(5

$

";,

%

&因此#对渝东北地区女性宫颈细胞
X̀̂

基

因亚型分型检测#了解该地区女性
X̀̂

感染情况#对

该区域宫颈癌的防治以及流行病学研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渝东北地区
63+(

例宫颈上皮细胞

标本进行
)#

种
X̀̂

基因分型检测#查出有
)(7(

例

阳性患者#

")(+

例阴性者#得到该地区
X̀̂

感染率

为
)7*,+5

'

)(7(

"

63+(

(#其中
X̀̂ ")

型是最主要

的感染型别#检出率为
)#*"(5

'

"("

"

)(7(

(*位于第

二位的是
X̀̂ (,

型#共
3+(

例#其阳性检出率为

(4*#+5

'

3+(

"

) (7(

(*

X̀̂ "#

型 阳 性 检 出 率 为

(,*,,5

'

#,"

"

)(7(

(#共有
#,"

例&单一
X̀̂

感染

(3,4

例#阳性检出率为
(7*435

'

(3,4

"

63+(

(#双重

感染
"#(

例#阳性检出率为
6*(45

'

"#(

"

63+(

(#多重

X̀̂

感染
(7,

例#阳性检出率为
)*,"5

'

(7,

"

63+(

(&

X̀̂

感染以
$

3"

岁的年轻女性为主'

,4*375

(#

)"

$

3"

岁患者
X̀̂

感染率最高'

,"*+65

(#

%

3"

岁感染

率为
#(*"(5

&

本研究显示!'

(

(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渝东北地

区女性
X̀̂

感染也以单一感染为主#另有双重感染

和多重感染#单一感染)双重感染)多重感染之比为

6*"\)*6\(

#随着
X̀̂

型别的不断发现#会导致其

多重感染比例的增加$

6;4

%

&'

)

(性活跃期的
X̀̂

感染

率更高&本研究中#在
)"

$

3"

岁患者
X̀̂

感染率最

高&提示妇科医师要重视此年龄段女性的
X̀̂

感染

情况&'

#

(研究表明#持续性
X̀̂

感染会使宫颈癌发

生概率增加
"5

#而
X̀̂ ;(,

型的持续性感染#则会使

宫颈
KS1

&

发生概率增加
3+5

$

7

%

&本研究居前
"

位

的
X̀̂

基因亚型依次为
X̀̂ ;")

)

(,

)

"#

)

"4

和
"(

#

它们占了高危型
X̀̂

出现频的
,"*,(5

&因此#临

床医师更要特别重视对持续性
X̀̂

感染和最常见高

危型
X̀̂

的监控#同时证明了开展
X̀̂

分型检测

的重要性#使得临床医师能够对患者进行正确)合理

地治疗&

X̀̂

的持续性感染是宫颈发生恶变的必要因

素&因此#对女性宫颈细胞进行
X̀̂

分型检测#对于

宫颈癌筛查和追踪管理非常重要&目前#宫颈癌筛查

方法仍然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检出&需要联合使用

多个检测项目#最大限度地提高检出率#降低漏检率#

使宫颈癌成为一种可以防控的癌症#具有极重要的社

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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