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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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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颈癌患者中的感染情况及其抗病毒治疗的作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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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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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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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就诊的宫颈癌患者和
('

例非宫颈癌患者!分别检测其
Z!̀

感染情况!并根据
Z!̀

感染者进行抗病毒治疗!

再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

组患者的情况&结果
!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
Z!̀

总检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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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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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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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卡

方检验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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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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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在宫颈癌患者中的检出率明显高于非宫颈癌患者&随访
6

个月

后!其中
E(

例
Z!̀

感染者接受治疗的
6#

例患者!

Z!̀

阳性率为
%#&Wb

!阴性率为
?D&W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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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抗病毒治疗者!

Z!̀

阳性

率为
D?&(b

!阴性率为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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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抗病毒治疗对
Z!̀

的感染有明显的

控制作用&结论
!

Z!̀

感染是宫颈癌患者的高危因素之一!并且进行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后可明显控制
Z!̀

的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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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妇女中常见的多发性生殖道恶性肿瘤#在全世界

范围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较高#严重影响女性的生活质

量'

%

(

#近年来在中国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并有逐渐上升的趋

势)人乳头瘤病毒$

Z!̀

&是一种
12,

病毒#高级脊椎动物一

旦感染此种病毒最大的危害是皮肤黏膜等部位产生乳头状瘤#

人类中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接触传播)因此#有大量流行病学

资料表明
Z!̀

与女性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其阳性率可高

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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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Z!̀

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高危因素#尤其

是高危型
Z!̀

的感染#目前临床上多采用筛查对两者的关系

进行研究#如果能早期诊断
Z!̀

感染#则可有效地预防和治

疗宫颈癌#降低其发生率和死亡率)本文共收集
('

例
#''D

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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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本院就诊的宫颈癌患者和
('

例非宫颈

癌患者#分别检测其
Z!̀

感染情况#并根据
Z!̀

感染者进行

抗病毒治疗#进一步探究
Z!̀

在宫颈癌患者中的感染情况及

其抗病毒治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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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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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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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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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本院妇科共收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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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经病理检查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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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

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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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临床分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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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非宫颈癌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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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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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其中宫颈糜烂
6(

例#附件炎症
%#

例#阴道炎

症
%#

例)研究组$宫颈癌&和对照组$非宫颈癌&的基本情况如

年龄*性别等各项指标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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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标准
!

在本院妇科就诊的宫颈癌患者#以上病例通

过病理检查等均确诊为宫颈癌患者)排除标准!合并肝*肾功

能不全等其他严重的全身性疾病%患有其他严重的急性或慢性

疾病%合并女性除宫颈癌之外的肿瘤患者#如乳腺癌*卵巢癌

等%合并其余病毒性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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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对在本院妇科就诊的宫颈癌患者及非宫颈癌患者

进行脱落细胞学检查及采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凯普生物化

学科技公司生产&检测#使用的试剂盒均购自凯普生物化学科

技公司)将感染分为两个型别#高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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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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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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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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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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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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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Z!̀

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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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患者分

别进行
Z!̀

感染情况的检测结果显示#研究组
Z!̀

总检出

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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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高危型*低危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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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总检出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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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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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

f6(&#

#

*

$

'&'W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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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在宫颈癌患者中的检出

率明显高于非宫颈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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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情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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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感染者治疗情况的比较
!

E(

例
Z!̀

感染者中#仅

有
6#

例接受抗病毒治疗)余下
%E

例患者拒绝或者未完成抗

病毒治疗)随访
6

个月后#

#

组患者
Z!̀

感染情况显示#接受

治疗的
6#

例患者#阳性率为
%#&Wb

#阴性率为
?D&Wb

%余下
%E

例未成功进行抗病毒治疗者#阳性率为
D?&(b

#阴性率为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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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抗病毒治疗后
Z!̀

感染阳性率明显低于未治疗者#

抗病毒治疗对
Z!̀

的感染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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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宫颈癌的病因并不明确#大量流行病学资料研究

了多种高危因素#主要与女性体内激素等内分泌水平*病毒感

染等密切相关#临床上研究最多的是
Z!̀

的感染对本病的影

响情况)近年来#根据大量临床资料表明#宫颈癌患者
Z!̀

感染检出率高达
@'&'b

#成为本病的重要诱因之一)而且对

Z!̀

感染患者一般进行抗病毒治疗后效果满意)由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研究组
Z!̀

总检出率高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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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高

危型*低危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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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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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Z!̀

感染在宫颈癌患者中的检出率明显高于非

宫颈癌患者)随访
6

个月后#其中
E(

例
Z!̀

感染者接受治疗

的
6#

例患者#

Z!̀

阳性率为
%#&Wb

#阴性率为
?D&Wb

%余下

%E

例未成功进行抗病毒治疗者#

Z!̀

阳性率为
D?&(b

#阴性

率为
#%&Eb

#经卡方检验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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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抗病毒治疗后
Z!̀

感染阳性率明显低于未治

疗者#抗病毒治疗对
Z!̀

的感染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Z!̀

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目前已经鉴定出
@'

余种亚型#

根据在宫颈癌发生中的危险性不同#可将
Z!̀

分为高危型和

低危型#主要通过性接触进行传播)当
Z!̀

感染后#其
12,

能整合到宿主细胞的
12,

中#引起
Z!̀ 4(

*

3

#

*

*N

蛋白结

合#使这些抑癌基因突变*蛋白失活#最后导致细胞的恶性增

生*肿瘤的形成)女性的主要病变部位在生殖道系统#一般都

是一过性感染#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不容易被女性患者

发现)近年来#宫颈癌发病逐渐趋于年轻化#这与
Z!̀

感染

率逐渐上升且多见于年龄较小者的现象一致'

(

(

)干扰素
#

<#N

制剂有抗病毒*抗肿瘤等作用#通过阴道给药可直接作用于病

变部位#药物可与宫颈和阴道各处充分接触#治疗很彻底#本文

的治疗结果较满意)综上所述#

Z!̀

感染是宫颈癌患者的高

危因素之一#并且进行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后可明显控制
Z!̀

的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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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
1<

二聚体检测'心梗
6

项"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肌红蛋白'肌钙蛋白%及高敏
0

反应蛋白"

IB<0*!

%联合

检测在冠心病患者早期诊疗中的意义&方法
!

选择冠心病患者
#WW

例!其中急性心肌梗死"

,)=

%

%#?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

U,!

%

D@

例!稳定性心绞痛"

+,!

%

E?

例!另选择
?W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测定
1<

二聚体'心梗
6

项及
IB<0*!

的水平!并进行比

较&结果
!

,)=

组与
U,!

组'

+,!

组和对照组比较!各项指标均有明显升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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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组与
+,!

组和对照组比较!亦有

明显升高"

*

$

'&'%

%$

+,!

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除肌钙蛋白外均有升高"

*

$

'&'%

%!其中在冠心病急性发作就医时!心梗
6

项结

果正常!而
1<

二聚体和
IB<0*!

异常升高!发展为急性心梗的阳性率为
6?&(b

&结论
!

检测血浆
1<

二聚体和心梗
6

项及
IB<0*!

的水平对于冠心病的危险分层'疗效监测等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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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学研究表明#冠心病$

0,1

&作为心内疾病的常

见病#严重危害中*老年人生命健康'

%

(

#且有着年龄提前的趋

势#日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在对冠心病危险因素的研究中#

诸多生化指标日益受到重视'

#

(

)冠状动脉内急性血栓的形成*

血管壁及全身炎性反应对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已被血管造影*血管镜和尸检证实'

6

(

)所以#及时*有效的检测

1<

二聚体*心梗
6

项包括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

0\<)"

&*肌红

蛋白$

)

K

8

&*肌钙蛋白$

/5C=

&*高敏
0

反应蛋白$

IB<0*!

&#发

现急性血栓和炎性反应的程度对冠心病的诊断及转归*判断预

后以及疗效判定提供帮助)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冠心病患者!

#WW

例均系
#''@

年
W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住院患者#均诊断为冠心病而行冠状动脉造影)

其中男
%%@

例#女
%6(

例#年龄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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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所有患者均排除高

度高血压*高度高脂血症#无脑梗死*肺梗死*血液系统疾病及

严重肝肾疾病)检测前均未使用抗凝*抗血小板及溶栓药物)

对照组!为本院健康体检者
?W

例#其中男
W#

例#女
66

例#年龄

6?

"

(E

岁#经查肝肾功能正常#无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病

史#未使用抗凝*抗血小板及溶栓等药物)

C&D

!

仪器与试剂
!

IB<0*!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仪器为
j<

;d)!U+,U#D''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由北京世珍好克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心梗
6

项采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法#仪

器*试剂为瑞莱生物工程$深圳&有限公司提供%

1<

二聚体采用

胶体金免疫渗滤法#由挪威
,F:B<+I:.9M

公司提供的
2

K

/8/$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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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旋风血浆
1<

二聚体检测仪及配套
1<

二聚体胶体金

免疫渗滤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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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冠心病患者于入院即刻取血#采用凝血实验专用

枸橼酸钠抗凝真空采血管#取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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