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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情况及基因型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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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了解重庆北部地区妇女人乳头瘤病毒"

WTR

$感染的状况和基因型的分布情况!为宫颈癌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

采用基因芯片技术对重庆北部地区
!""%

例妇女进行
WTR

检查!并对各亚型感染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

!""%

例妇

女中共检出
WTR

阳性者
"'"

例!阳性率
"!#*3

!其中高危亚型占
+!#43

!以
WTR

基因型为
!'

&

$"

&

**

&

$%

型为主#低危型占
"%#

!3

!以
WTR0(*

&

'

型多见#单一感染为
"&!

例!占感染
+'#+3

#多重感染
'!

例!占
"*#*3

#

"&

!

(&

岁之间感染率为
+(#%3

%结论

!

基因芯片技术对检测
WTR

可一次检测多种亚型!有利于对
WTR

多重感染的诊断和宫颈癌的防治!可作为宫颈癌筛查的有效

手段%

关键词"寡核苷酸#

!

宫颈肿瘤#

!

WTR

分型#

!

人乳头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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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全球范围内女性第二大常见恶性肿瘤#发病率仅

次于乳腺癌)近年来#中国宫颈癌的发生有明显上升和年轻化

趋势#发病以每年
"3

!

*3

的速度增长'

!

(

#现已证实#高危型

人乳头瘤病毒$

WTR

&持续感染是导致宫颈癌和子宫颈上皮内

瘤变 $

2JL

&发生的关键病因'

"

(

)

WTR

为一组双链
-L/

无包

膜病毒#已发现
!&&

多种不同的亚型#其中超过
*$

种可以感染

人类的生殖器官#约
*&

种与肿瘤有关)为了解重庆北部地区

女性
WTR

感染情况#为宫颈癌的防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本研究应用基因芯片技术对
4!'

例重庆北部地区女性
WTR

进行检测#现将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4

年
*

!

!"

月期间到本院进行妇科检查

的重庆北部地区妇女
!""%

例)年龄大多数集中在
"&

!

'&

岁#最小者
!%

岁#最大者
+(

岁)每例均检测
WTR"*

个亚型)

?#@

!

主要试剂
!

专用的
WTR

采样刷擦取宫颈处的表皮脱落

细胞#检测试剂盒和阅读仪器由亚能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提供)

?#A

!

方法
!

$

!

&样本
-L/

提取!充分洗脱宫颈刷#把
!DP

洗

脱液全部转移到
!#$DP

离心管中#以离心半径
%;D

#

!*&&&

@

"

D68

离心
!&D68

#弃上清液#保留管底的细胞沉淀)然后加

入
$&

'

P

裂解液悬浮沉淀#沸水浴加热
!&D68

#以离心半径
%

;D

#

!*&&&@

"

D68

离心
!&D68

#保留上清液待用)$

"

&

T2X

扩

增!取
T2X

反应管于
$&&&@

"

D68

#离心
"7

#分别加入已提取的

待测样品
-L/$

'

P

#反应总量为
"$

'

P

)按以下条件进行扩

增!

$&)!$D68

%

4$)!&D68

%

4()*&7

%

(")4&7

%

+")*&

7

%

(&

循环%

+")$D68

)$

*

&杂交!取
!$DP

塑料离心管#加入

/

液
$

!

'DP

及
T2X

产物
"$

'

P

#放入沸水中加热
!&D68

后

放入
$!)

杂交箱杂交
!#$C

以上)取
$&DP

塑料管#加入
$&

DPN

液于
$!)

杂交箱中进行预热)$

(

&洗膜!取出膜条#移至

装有预热
N

液的
$&DP

管中#于
$!)

轻摇洗涤
$D68

)$

$

&显

色!取出膜条#置于
/

液和
TY-

为
"&&&i!

的孵育液中#室温

轻摇孵育
*&D68

#弃去孵育液)用
/

液在室温中摇洗
"

次#每

次
$D68

)用
2

液在室温中洗膜
!

!

"D68

#同时配制显色液)

将膜条浸泡于显色液中避光显色
*&D68

后%用
WTR

分型阅读

仪判断结果)

@

!

结
!!

果

@#?

!

基因分型检测结果
!

在
!""%

例样本中共检出阳性
"'"

例#阳性检出率为
"!#*3

)其中高危亚型占
+!#43

#以
WTR

基因型为
!'

*

$"

*

**

*

$%

型为主%低危型占
"%#!3

#以
WTR

基

因型为
(*

*

!'

型多见%

WTR

基因型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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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型未检出)

结果见表
!

)

表
!

!!

WTR

各亚型感染及构成情况#各亚型总和
*+&

次%

组别
WTR

亚型
#

构成比

$

3

&

WTR

亚型
#

构成比$

3

&

高危型
!' +! !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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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多重感染情况
!

"'"

例病例中单一感染为
"&!

例#

占
+'#+3

%多重感染
'!

例#占
"*#*3

#主要以二重感染为主#

以高危型和混合型多见#结果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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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R

多重感染情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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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单一感染 二重感染 三重感染 四重感染 五重感染 六重感染 七重感染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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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与高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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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R

感染年龄分布情况
!

WTR

感染年龄分布主要在

!%

!

(&

岁#共占
+(#%3

#结果见表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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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R

感染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
#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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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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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在健康妇女人群中#

WTR

的感染率为
"&3

!

('3

'

*

(

#而

高危型
WTR

的持续性感染是宫颈癌患病的关键病因#

WTR

导致宫颈癌是目前人类所有癌症病变中明确的致病因子#宫颈

癌也是少有明确病因的肿瘤之一'

(

(

)宫颈癌中
WTR-L/

的

检出率可高达
443

'

$

(

)因此#对
WTR

进行检测和基因分型对

宫颈癌的早期防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显示#重庆北部

地区妇女
WTR

感染率为
"!#*3

#高危亚型占感染病例的

+!#43

#其中
WTR0!'

型
+!

例$

!4#"3

&最多#依次为
$"

*

**

*

$%

型#本地区
WTR0$"

型位居第
"

#与赖燕燕等'

'

(的报道不一致#

这可能
WTR

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WTR

多重感染与宫颈病变呈正相关性#随宫颈病变级别

的增加而多重感染增加#宫颈癌除外'

+

(

#单一
WTR

感染使宫

颈癌的患病风险增加
!4#4

倍#而多重
WTR

感染使该风险增

加到
*!#%

倍'

%

(

)本研究显示多重感染
'!

例#占
"*#*3

#主要

为二重感染#以高危型和混合型多见)

在妇女人群中#

WTR

感染的高峰年龄在
!%

!

(&

岁年龄阶

段#此感染率为
+%#(3

#统计学上与
(&

岁以上的妇女有明显

差异$

!

$

&#&$

&#但该阶段的感染一般可在
%

!

!&

个月消失#

此阶段感染为暂时性)然而
*$

岁后仍为高危
WTR

的持续感

染#将有更高的风险患上宫颈癌#从感染
WTR

到宫颈癌的潜

伏期为
!#$

!

$

年左右)因此#宫颈癌病变的早期筛查与
WTR

检测成为筛查宫颈癌的主要手段#对早期诊断*治疗*预测病变

进展和指导治疗有重要价值)了解
WTR

感染的情况及
WTR

亚型分布#对发现
WTR

感染的高危人群#积极控制
WTR

感染

和有效治疗#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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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与校准品校准在血清酶检测中的应用比较

程茂玲!乔
!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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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因子与校准品校准在血清酶检测中的差异%方法
!

应用速率法!采用因子校准与校准品校准
"

种校准方

式!对肌酸激酶"

21

$&乳酸脱氢酶"

P-W

$&丙氨酸转氨酶"

/P.

$&天冬氨酸转氨酶"

/S.

$&

/

0

谷氨酰转移酶"

ee.

$等
$

种酶进行检

测!室内定值质控血清批内各测
"&

次!随机标本
$&

份分别进行检测!在
!C

内完成!对
"

种校准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

21

&

P-W

&

/P.

&

/S.

&

ee.

表现为因子校准结果明显低于校准品校准结果%室内定值质控血清因子校准均值分别为
21!4!#(

]

(

P

&

P-W!+%#$]

(

P

&

/P."4#&]

(

P

&

/S.*"#%]

(

P

&

ee.$&#']

(

P

!校准品校准均值分别为
21"!"#"]

(

P

&

P-W!%*#(

]

(

P

&

/P.*"#&]

(

P

&

/S.*$#(]

(

P

&

ee.$$#4]

(

P

#随机标本检测因子校准均值分别为
21!!&#']

(

P

&

P-W"&%#!]

(

P

&

/P.%&#*]

(

P

&

/S.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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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ee.%(#!]

(

P

!校准品校准均值分别为
21!**#"]

(

P

&

P-W"!$#&]

(

P

&

/P.4$#%]

(

P

&

/S.!!$#']

(

P

&

ee.4(#%]

(

P

%两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均小于
&#&&!

$%结论
!

通过对定值质控血清及随机标本所测

酶结果的分析!认为酶活性因子校准有较大的系统误差!校准品校准能更好地反应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校准#

!

酶#

!

因子#

!

校准品#

!

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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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检测项目#因校准方式不同和检测

系统的差别#不同实验室测定结果往往有较大差异'

!

(

#在同一

实验室检测系统一致的条件下#不同的校准方式对结果也有较

大影响)酶速率法检测多以因子校准#相关报道多为因子校准

的结果'

"0(

(

)

"&&"

年国际临床化学学会$

Ja22

&提出肌酸激酶

$

21

&*乳酸脱氢酶$

P-W

&*丙氨酸转氨酶$

/P.

&*天冬氨酸转

氨酶$

/S.

&*

/

0

谷氨酰转移酶$

ee.

&等酶活力检测必须使用完

整的检测系统#依靠校准品定值#以实现酶的量值溯源#使检测

+

44(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J8BOPEGQ?:

!

/

I

@6>"&!!

!

R9>#*"

!

L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