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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个别食物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年龄

组对比中#大麦+咖啡+沙丁鱼+烟草+嫩豌豆+青豆的

不耐受率老年组'

(

&)

岁年龄组(均高于中青年组
&

&)

岁年龄组#与闻红梅等$

&

%报道不一致#推测可能是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高#消化功能逐渐减退#免疫功能

紊乱#胃肠道屏障破坏等原因导致对某些食物消化不

完全#致使机体对其产生免疫反应&不同性别组对比

中#国内有报道女性阳性率高于男性$

:>=

%

#而本次调查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组间阳性率大致相当#与刘素玲

等$

(

%研究结果相同#只有鸡蛋和黑胡桃女性组高于男

性组#可能与调查例数偏少或与女性内分泌特点有

关$

9

%

&有 报 道 婴 儿+儿 童 食 物 不 耐 受 发 生 率 较

高$

')>''

%

#由于本实验室儿童送检该项目较少#故本研

究未能就儿童不耐受状况做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对本院体检中心
@:&

例体检人群

9)

种食物进行不耐受检测#结果表明#食物不耐受在

人群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中以动物蛋白类阳性率

较高#以海产品较为多见&可能是由于海鲜类食品大

多为酸性等电点糖蛋白#可耐受食品加工+加热和烹

饪#且能抵抗肠道的消化作用#故而其蛋白免疫原性

较强$

'@

%

&以往相关报道中#植物类食物不耐受种类报

道较少#本次调查显示#部分植物类食物也有较高的

阳性率#如芝麻'

&@78?N

(#咖啡'

'(78:N

(#其他依次

为大麦'

')7':N

(#杂色豌豆'

978(N

(#蔗糖'

(7@N

(#

青豆'

(7&9N

(#烟草'

&7?=N

(#嫩豌豆'

&7)(N

(#大豆

'

?7:9N

(#大米'

?78N

(#值得引起重视&

人群中不耐受食物种类分布特点与种族+环境+

地域+饮食种类等因素有一定相关性$

'8>'?

%

#北京作为

开放性的大都市#其迁入人口多#流动人口多#种族+

饮食习惯等复杂多样#地域特点不鲜明#这可能也是

这次调查中性别及年龄组间对比差异不明显的一个

潜在原因&目前#国内食物不耐受检测套常见为
?

项+

=

项+

'?

项#均使用国外试剂盒#其项目套设计依

据国外饮食习惯侧重筛查肉+蛋+奶#并非针对国人食

物不耐受发生特点&本次筛查阳性率较高的芝麻+咖

啡+沙丁鱼+扇贝+牡蛎+蛤等食物#均未包括#此调查

结果或可为试剂生产者针对中国不耐受状况重新设

计食物筛查组合提高筛查效率提供参考&

体检人群中食物成分特异性
Q

H

_

的高检出率表

明#一些研究者对通过检测食物特异性
Q

H

_

诊断食物

不耐受症状的质疑是有其合理性的$

'?

%

#但笔者认为通

过半定量检测食物特异性
Q

H

_

对临床仍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根据本地区人群不耐受食品种类分布特

点#通过对患者有针对性的食物特异性
Q

H

_

抗体检

测#可高效率地筛查出不耐受食物种类和严重程度#

根据不耐受程度采取禁食'中重度阳性反应食物(或

轮替'轻度阳性反应食物(等手段调整饮食结构$

'&

%

#为

患者提供科学的饮食管理#避免不耐受食物继续对机

体产生损伤#从而维护患者的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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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绵阳市
@)=)

例健康体检女性
#*T

感染状况及亚型分布

任
"

臻

"绵阳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四川绵阳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绵阳市
@)=)

例健康体检女性人乳头瘤病毒"

#*T

#感染情况和基因亚型分布$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
@)=)

例健康体检的妇女的宫颈脱落细胞!利用深圳亚能生物技术公司

的
#*T

基因分型"

@8

型#检测试剂盒进行分型检测!分析健康体检女性
#*T

感染率'感染者年龄分布和
#*T

感染的亚型$结果
"

@)=)

例筛查标本中
8&&

例
#*T

阳性!阳性率为
'=7'&N

%

8&&

例阳性标本中!检出
@'

种亚

型!其中高危型以
&@

型为主!占阳性标本的
@?7=9N

"

((

,

8&&

#!低危型以
('

型为主!占阳性标本的
':788N

"

&(

,

8&&

#%不同年龄的
#*T

感染者中!

&)

"

&9

岁的感染者最高!达
@)7)N

$结论
"

绵阳地区健康体检女性中
#*T

感染率较高!感染的主要亚型为
&@

型和
('

型!阳性标本以单一感染为主!且高危亚型的所占比例较高$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

"

感染率%

"

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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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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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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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率呈

增长趋势#每年宫颈癌的发病率以
@N

"

8N

的速度增

长#严重损害妇女的健康$

'>@

%

&随着研究的深入#分子

生物学检验结合临床流行病学分析已经证实人乳头

瘤病毒'

#*T

(感染和女性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

关$

'

#

8

%

&

#*T

感染的检测可以提示宫颈癌风险#对早

期诊断和预防宫颈癌具有重要意义&

#*T

有多种基

因型#与宫颈癌发病相关的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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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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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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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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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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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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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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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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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亚型#在健康体检的妇女

中#已普遍对宫颈
#*T

感染进行筛查$

'

#

?>=

%

&本研究

应用深圳亚能
#*T

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对女性常见

的
@8

种
#*T

感染进行检测#统计分析绵阳市
@)=)

例健康体检妇女的
#*T

感染状况&

A

"

资料与方法

A7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绵阳

中心医院体检的健康妇女
@)=)

例#所有参与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受检者的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7?

岁&参与项目的受检者宫颈完整#无宫颈上皮内

瘤变+子宫颈癌病史*无子宫切除或宫颈手术史&样

本的采集均由妇科医生严格按照规范操作进行&

A7B

"

仪器与试剂
"

#*T

基因分型'

@8

型(检测试剂

盒'

*$+>

反向点杂交法(购自深圳亚能生物技术公司#

恒温金属浴购自北京卡尤迪公司#基因扩增仪购自杭

州博日科技有限公司(#电热恒温水槽购自北京卡尤

迪公司#分子杂交箱购自深圳亚能生物技术公司&

A7C

"

方法

A7C7A

"

样本采集
"

扩阴器下#用棉拭子将阴道及宫

颈口过多的分泌物擦去#将试剂盒专用的宫颈刷伸入

宫颈口处#轻轻搓动宫颈刷使其顺时针转
8

"

&

周#保

证获取足量的宫颈细胞标本#置于装有细胞保存液的

标本管中&于
@

"

(`

保存#并于
'

周内完成检测&

A7C7B

"

#*T

亚型检测
"

采用
#*T

基因分型'

@8

型(检测试剂盒#每一步都严格按照试剂盒的说明书

进行操作#每次实验设置阴性和阳性质控品对照&

A7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LC-3@)')

及统计软件

U*UU@)7)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
!

@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K

$

)7)&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7A

"

#*T

感染情况分析
"

@)=)

例健康体检女性宫

颈筛查标本中#共有
8&&

例
#*T

阳性标本#感染率为

'=7'&N

&

8&&

例阳性标本中#

#*T

感染者大多为单

一感染#占阳性感染者的
('7?'N

'

@(9

"

8&&

(*混合感

染占
'(7&9N

'

::

"

8&&

(#包括二重感染
&@

例#三重感

染
''

例#四重感染
8

例&见表
'

&

B7B

"

#*T

基因亚型分布
"

8&&

例健康体检女性标本

中#在试剂盒可检测的
'(

种高危型和
&

种低危型

#*T

亚型中#共检出
@'

种基因型#包括高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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