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验技术与方法!

宫颈癌筛查中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与巴氏涂片法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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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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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液基薄层细胞学"

B0B

%检测法与传统巴氏涂片法对宫颈癌筛查的准确性比较&方法
!

采用
B0B

和巴氏

涂片法对
"&">

例成年妇女进行细胞学检测!细胞学诊断采用
B.,

分级系统!与组织学活检为阳性对照!进行统计学处理!评价

B0B

的诊断价值&结果
!

B0B

和巴氏涂片法与组织活体检测的符合率分别为#鳞状上皮内低度病变"

5,5

%

1D$@@A

和
D%$'1A

$

鳞状上皮内高度病变"

-,5

%

@#$&1A

和
>1$%#A

$鳞状细胞癌"

,00

%

"&&A

和
("$%'A

&结论
!

B0B

在宫颈癌前筛查中价值明显优

于传统巴氏涂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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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妇女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通常发病于
'>

岁以后#高峰年龄在
%>

!

%@

岁之间(

"

)

#由于环境污染加上生活

中不良卫生习惯#其发病率逐年升高并趋于年轻化*调查结果

表明#中国成年妇女子宫颈癌的发病率以每年
#A

!

'A

的速

度增长#每年有两万多妇女死于宫颈癌(

#

)

*宫颈癌如能及时发

现并正确治疗#治愈率可达
@&A

以上(

'

)

#因此#早期发现对于

宫颈癌的治疗意义重大*传统的巴氏涂片法在近半个世纪的

宫颈癌筛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敏感性不高#且存在一定

的假阴性*液基薄层细胞学$

B0B

&检测法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巴氏涂片法的不足#成为了当前国内外筛查宫颈癌的常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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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
#&&>

!

#&&1

年到本院就诊的成年妇女#

共
"&">

例*已婚'有生育史'年龄最小
#'

岁#最大
(#

岁*所

有患者取标本后#均做传统巴氏涂片以及
B0B

检查*

B$C

!

方法
!

B0B

检测法采用塑料扫帚状宫颈刷#收集宫颈和

颈管的脱落细胞#将刷上的细胞洗入装有细胞保存液的小瓶

中#经滤器滤过黏液和血液后将脱落细胞转移到载玻片上#制

成直径
#=<

的薄层细胞涂片#固定染色*巴氏涂片法#采用木

制脚型刮板#刮取宫颈和颈管的脱落细胞#直接在载玻片上刮

片#固定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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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
!

B0B

的诊断标准采用
#&&"

年
B.,

分类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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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子宫颈及阴道脱落细胞的病理学报告的诊断标准*

B.,

分类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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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范围的

上皮细胞$

d-5

&*$

#

&鳞状上皮细胞异常!包括意义不明的非

典型鳞状上皮$

7,0g,

&及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5,5

&包括人

乳头瘤病毒$

-2/

&感染细胞后形态改变#相当于宫颈上皮内

瘤变$

0Y

&'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5

&包括相当于
0Y#

和

0Y'

和原位癌$

06,

&'鳞状细胞癌$

,00

&*$

'

&腺上皮异常!非

典型腺细胞$

7Z0

&'原位腺癌$

76,

&'腺癌$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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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组织活检
!

当细胞学检查回报结果为
7,0g,

以上

患者#均在阴道镜下行多点活检#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测算两

种方法检测结果与病理检查结果的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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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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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例检测的标本中#

B0B

的检测结果!

7,0g,

为
("

例%

5,5

为
"#(

例 #与病理组织活检的符合率为
1D$@@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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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理组织活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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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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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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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与病理组织活检的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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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与病理组织活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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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例#与病

理组织活检的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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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涂片法检测结果!

7,0g,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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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5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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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与病理组织活检的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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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理组织活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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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与病理组织活检的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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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理组织活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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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细胞癌
>

例#与病理组织活检的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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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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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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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B

检测法'巴氏涂片法与组织活检

!

病理结果符合率的比较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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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涂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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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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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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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可以预防'可以治愈的疾病#其关键在于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随着中国宫颈癌患者的增多#宫颈癌筛查也

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因此#宫颈癌筛查是非常必要的(

>

)

*从

传统巴氏涂片法的理论和技术应用以来明显降低了宫颈癌的

死亡率#但传统巴氏涂片存在
">A

!

%&A

的假阴性率(

D

)

*其

产生的原因除病变细胞没有被取到外#主要有以下原因!$

"

&取

材器上的病变细胞没有被转移到载玻片上#随取材器被丢弃*

巴氏涂片时#刮板只刮一张玻片#病变细胞有
1&A

以上随刮片

丢弃(

(

)

*$

#

&涂片质量差#不均匀'过厚#过多的黏液'血液或炎

症细胞遮盖了不正常细胞#有
%&A

因涂片质量影响诊断(

1

)

*

B0B

克服了以上缺点#改变了常规涂片操作方法#标本取出后

立即放入细胞保存液中#几乎保留了取材器上所得到的全部标

本#也避免了常规涂片过程中所引起的细胞过度干燥造成的假

象*保存液中的细胞经过处理#使黏液'血液'炎症细胞与上皮

细胞分离#将有诊断价值的细胞黏附在薄片上制成均匀的薄层

涂片#提高了薄片的清晰度#这样可使细胞学专家更容易观察

每个视野#且因为湿固定细胞核结构清晰#容易鉴别#从而大大

提高了检测的阳性率*并相应减少重复做巴氏测试的次数#降

低了患者因被重做测试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担心(

@

)

*同时#由于

采集的细胞学标本可以一定时间内保存在保存液中#有利于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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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查及其他方面的检测#如对病毒及微生物感染的检测(

"&

)

#

此种方法无疑是目前较准确并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宫颈癌早

期普查及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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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法与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7_2

肿瘤标志物结果的对比分析

邢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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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和对比酶联免疫法"

456,7

%与电化学发光法"

40567

%检测患者血清中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

7_2

%的结

果&方法
!

分别用
456,7

法与
40567

法对
D&

例样本中的血清
7_2

含量进行检测&结果
!

两种方法均能较准确地反映血清中

游离
7_2

的含量!

456,7

法与电化学发光法比较相关系数大于
&$@@

!显示高度相关$二者做成对双样本均值分析的
2

检验!在

@>A

的可信程度下!双尾检验的
+c&$#@1&

!说明使用国产
456,7

法与
40567

法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456,7

法与

40567

法在检测
7_2

结果上有较高的一致性!作为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酶联免疫法$

!

电化学发光法$

!

甲胎蛋白

!"#

!

"&$'@D@

"

E

$?99:$"D('!%"'&$#&""$"($&'1

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D('!%"'&

"

#&""

%

"(!"@@(!&#

!!

甲胎蛋白$

7_2

&是胚胎发育早期的一种主要血清蛋白#健

康人血清中
7_2

含量在
#

!

1:

;

"

<5

之间#一般低于
#&:

;

"

<5

#是诊断原发性肝癌$

-00

&和判断肝病预后的重要指标#准

确测定患者血清中
7_2

含量非常重要*近年来电化学发光免

疫法$

40567

&迅速发展#凭借其快速'精确'重复性好及安全无

毒等优势显示出了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

)

%酶联免疫法

$

456,7

&作为经典的免疫学方法已使用多年#在检测
7_2

方

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探讨
456,7

法与
40567

法在检测

血清
7_2

的效果#笔者对
D&

例患者血清标本
7_2

进行

456,7

法及
40567

检测与对比#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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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病例标本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

院内科'外科'肿瘤科住院的患者
D&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1$"

&岁*其中
'"

份标本的

浓度在正常范围#

#@

份标本的浓度超出正常范围$

%

#&:

;

"

<5

&#检测范围在
&$D"

!

'&&:

;

"

<5

之间#均采集静脉血
'

<5

#分离血清#

X#&C

保存待检*

B$C

!

仪器与试剂
!

40567

法选用罗氏公司
0F8I9G!%""

电化

学发光自动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定标液和质控品%

456,7

法选

郑州安图绿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试剂盒#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

份有限公司酶标仪#检测时严格按照仪器和试剂盒的说明书要

求操作*

B$D

!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均采用
,2,,"'$&

软件进行统计

处理#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用最小二乘法$

V5,

&拟合直线#观察目标国产
456,7

法

$

H

&与电化学发光法检测结果$

,

&是否相关#拟合的直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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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直线拟合结果可以看出#截距项的
2

值为
XD$"%1>@

#大于

临界值#且
+

$

&$&>

#在
@>A

的可信程度下#截距项显著%

,

前

的系数项的
2

值为
"&%$&1&>

#大于临界值#

+

$

&$&>

#在
@>A

的可信程度下#

,

前的系数项显著#说明
,

与
H

线性关系成

立#又由于相关系数
1

#

c&$@@%D(%

#接近于
"

#说明
,

与
H

高

度相关#见图
"

*

图
"

!!

国产
456,7

法与电化学发光法相关图

以上拟合直线#只是说明了
,

与
H

高度相关#但要反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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