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

讨
""

论

通常情况下#

.*"8

细胞处于静止状态#所以很难检测到'

笔者分别将
2]RK

标本和全血标本进行刺激培养后检测

.*"8

细胞的比例#发现这
#

种标本的检测效果接近'这表明

可以用全血进行刺激培养来检测人体外周血中的
.*"8

细胞'

用全血直接进行刺激培养减少了提取
2]RK

的繁琐步骤#而

且用血量很少#只要
"))

!

#))

'

L

全血即可'这使得在做临床

试验时标本的留取变得容易#特别对儿童来说#标本的收集变

得简单易行'

有丝分裂原是非特异性多克隆活化剂#能使某群淋巴细胞

中的所有克隆都被激活'

2R1

是有丝分裂原的一种#能与多

种细胞膜糖基分子等促有丝分裂原受体结合#促使细胞活化并

诱导细胞分裂'

.

(

]

淋巴细胞表面都有多种有丝分裂原受体#

淋巴细胞在体内外接受有丝分裂原的刺激后#静止的淋巴细胞

向母细胞转化#这种转化过程对研究淋巴细胞功能变化甚为重

要'在实践中#常利用淋巴细胞对有丝分裂原刺激的反应性来

评价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本研究发现#对于全血标本来说

2R1

在
#))/

D

"

CL

刺激的效果最好#但如果再增加其浓度#

检测结果反而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可能是因为在高浓度的

2R1

刺激下#

.*"8

细胞不能耐受其毒性作用而导致分泌
!L,

"8

的功能减退'

通过分析不同的培养时间对
.*"8

细胞比例的影响#发现

培养
4*

的标本
.*"8

细胞比例最高#但和培养
5*

的标本相

比#

.*"8

细胞比例的差别不大#从节省时间的角度考虑#推荐

选择培养
5*

后检测'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的因素较多#比

如本研究中提到的
2R1

#不同批号的试剂之间刺激效果可能

不同%相同批号的试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冻融次数的增加刺激

效果会减弱'因此#本研究中关于
2R1

浓度和培养时间的探

讨所得结论只是针对本研究的#建议其他研究在正式进行试验

之前重新探索#建立新的条件'

.*"8

细胞产生的
!L,"8

作为一种炎症介质在机体中起到

很大作用#可以诱导一系列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表达#介导

炎症细胞的局部浸润和组织损伤)

'

*

'本研究建立了全血检测

.*"8

细胞的方法#该方法简单适宜#为临床上对
.*"8

细胞的

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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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Î ]Q

#

#)""

#

#&

$

"

&!

()4,("4%

)

&

*

O9=AAI

#

gB@/3?O

#

T7=3:]

#

:?@=%!/->:@+:3:;

<

>:++79/9A-9+?7CB,

=@?9>

F

C@>J:>+KO"$(@/3KO')9/7/?:>=:BJ7/,"8

<

>93B-7/

D

.

-:==+7/

<

@?7:/?+H7?*+

F

+?:C7-=B

<

B+:>

F

?*:C@?9+B+

)

Q

*

%1>?*>7?7+

V:+.*:>

#

#)")

#

"#

$

(

&!

V"&)%

)

5

*

]9/7A@-:\

#

]=BC:/+-*:7/ TR

#

]>9E9/?,29>?*\

#

:?@=%ZBC@/

.*"8-:==+-9C

<

>7+:*:?:>9

D

:/:9B++BG+:?+7/-=B37/

D

!US,

D

@CC@,

<

>93B-7/

D

-:==+H7?*37+?7/-?

<

>9

<

:>?7:+A>9C?*:.*"=7/:@

D

:

)

Q

*

%Q

!CCB/9=

#

#)")

#

"'&

$

"

&!

584,5'8%

)

8

*

L7Q

#

e7@/

D

e

#

L7T

#

:?@=%K*@/

D

:@/3+7

D

/7A7-@/-:9A

<

:>7

<

*:>@=

G=993.*"8-:==+7/

<

@?7:/?+H7?*@-B?:@+?*C@

)

Q

*

%QK:/?>@=

I9B?*0/7E

$

R:3I-7

&#

#)")

#

$&

$

#

&!

"#4,"$$%

)

'

*

\9==+Q\

#

L7/3:/1%!/?:>=:BJ7/,"8A@C7=

F

C:CG:>+@/37/A=@CC@,

?79/

)

Q

*

%!CCB/7?

F

#

#))(

#

#"

$

(

&!

(58,(85%

$收稿日期!

#)"#,)(,"#

&

%

"

通讯作者#

,̂C@7=

!

+

DF

&5"&

)

+9*B%-9C

'

!检验技术与方法!

.K.

联合
ZK#

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

王金华"

!宋光耀#

%

!刘英霞"

"

"%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辽宁大连
""5)"#

$

#%

大连市妇产医院病理科!辽宁大连
""5)$$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方法"

.K.

%联合第二代杂交捕获"

ZK#

%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

对照

分析
8'&

例患者的
.K.

&

ZK#

及组织学检查的结果'结果
"

.K.

诊断为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不能明确意义"

1IK,0I

%&非典型

鳞状细胞!不除外上皮内高度病变"

1IK,Z

%&鳞状上皮内低度病变"

LI!L

%&鳞状上皮内高度病变"

ZI!L

%&鳞状细胞癌"

IKK

%!其组

织学阳性率随病变程度的增加而升高$与组织学结果比较!

ZK#

阴性符合率为
44%((M

!阳性符合率为
&$%#$M

!二者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

.K.

与
ZK#

联合时!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一致时!其与组织学结果的符合率更高'结论
"

.K.

与

ZK#

联合应用!可以提高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的准确率!并可为后期诊治提高可靠依据'

关键词"宫颈肿瘤$

"

薄层液基细胞学$

"

第二代杂交捕获法$

"

人乳头瘤病毒

!"#

!

")%$454

"

6

%7++/%"58$,("$)%#)"#%"8%)$(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58$,("$)

"

#)"#

%

"8,#""4,)$

""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生与人类乳头

瘤病毒$

Z2P

&感染密切相关'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方法

$

.K.

&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一种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细胞学

检查技术#现已广泛应用于宫颈病变的筛查)

"

*

'第二代杂交捕

获技术$

ZK#

&由
O7

D

:/:

推出#其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在
OS1

水平直接检测高危型
Z2P

#其临床敏感度很高#在一定程度上

+

4""#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4

月第
$$

卷第
"8

期
"

!/?QL@GR:3

!

I:

<

?:CG:>#)"#

!

P9=%$$

!

S9%"8



弥补了
.K.

的不足)

#

*

'本研究对照分析了
8'&

例患者的

.K.

(

ZK#

及组织学检查结果#以评价
.K.

与
ZK#

联合应用

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4

年
"

月至
#)""

年
5

月间在本院门诊就

诊的
8'&

例宫颈病变患者#年龄
#"

!

8(

岁#中位年龄
(#

岁#均

接受
.K.

(

ZK#

及组织学检查'

@%A

"

方法

@%A%@

"

.K.

检测
"

采用专用宫颈刷分别收集宫颈外口和颈

管的脱落细胞#放入
.*7/2>:

<

细胞保存液中#经
.*7/2>:

<

#)))

系统程序化处理后#制成薄层细胞涂片#

4&M

酒精固定#

巴氏染色'

.K.

诊断标准采用
#))"

年国际癌症协会推荐的

.]I

分级系统)

$

*

'

@%A%A

"

ZK#

检测
"

应用美国
O7

D

:/:

公司制造的
ZK#,Z2P,

OS1

基因杂交信号放大系统#测定试剂盒购于上海莱特公司#

标本的采集及检测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B

"

统计学处理
"

以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

1IK

&及以上病变

为
.K.

阳性#

Z2P

感染和宫颈上皮内瘤变$

K!S

&及以上病变

为组织学阳性#标本中检出的
Z2POS1

'

"%)

<D

"

CL

为
ZK#

阳性'应用
I2II""%&

软件#率的比较应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K.

结果与组织学结果比较
"

8'&

例患者#

"&8

例
.K.

提示阳性#阳性率为
#)%)M

$

"&8

"

8'&

&'

.K.

诊断为
1IK

不

能明确意义$

1IK,0I

&(

1IK

不除外上皮内高度病变$

1IK,

Z

&(鳞状上皮内低度病变$

LI!L

&(鳞状上皮内高度病变

$

ZI!L

&(鳞状细胞癌$

IKK

&#其组织学阳性率随病变程度的增

加而升高#分别为
&"%8'M

$

#4

"

&5

&(

'5%58M

$

"$

"

"&

&(

4'%)(M

$

&)

"

&"

&(

"))%))M

$

$#

"

$#

&(

"))%))M

$

$

"

$

&'

LI!L

(

ZI!L

(

IKK

的
.K.

结果与组织学结果比较#符合率分别为
8)%&'M

$

$5

"

&"

&(

8'%"$M

$

#&

"

$#

&(

55%58M

$

#

"

$

&#三者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

.K.

阴性符合率为
4'%8#M

$

5#)

"

5#'

&'

A%A

"

ZK#

结果与组织学结果比较
"

8'&

例患者中#

&$8

例

ZK#

检测结果阴性#阴性率为
5'%("M

$

&$8

"

8'&

&#

#('

例
ZK#

结果阳性#阳性率为
$"%&4M

$

#('

"

8'&

&%与组织学结果比较#

阴性符合率为
44%((M

$

&$(

"

&$8

&#阳性符合率为
&$%#$M

$

"$#

"

#('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A%B

"

.K.

联合
ZK#

检测结果与组织学结果比较
"

.K.

与

ZK#

均为阴性者
&)4

例#与组织学结果比较#符合率为

44%')M

$

&)'

"

&)4

&#略高于
.K.

和
ZK#

各自与组织学结果的

阴性符合率#分别为
4(%""M

$

""#

"

""4

&(

4#%'5M

$

#5

"

#'

&#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K.

与
ZK#

均为阳性者
"#4

例#与组织学结果比较#符合率为
4$%)#M

$

"#)

"

"#4

&#

.K.

和

ZK#

各自与组织学结果的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44M

$

"$&

"

"&8

&(

&$%#$M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K.

阳性
ZK#

阴性的
#'

例患者中#

#5

例为
.K.

诊断
1IK,

0I

#其组织学结果为炎症'

B

"

讨
""

论

研究表明#宫颈癌的发生与高危型
Z2P

感染的持续作用

密切相关#一般要经历不同程度
K!S

到癌变#早期诊治对预防

宫颈癌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K.

目前已作为宫颈癌的一个

重要筛查手段#是一种通过脱落细胞的形态改变来判读宫颈的

病变程度)

(

*

'

ZK#

是目前唯一经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

局(欧洲
K̂

和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认证的检测技

术#该技术采用化学荧光法来定量检测病毒
OS1

#对高危

Z2P

检测敏感度较高#阴性结果准确性高的特点'

.K.

与

ZK#

二者联合应用#可以互相弥补不足#提高宫颈癌及癌前病

变筛查的准确率)

&,5

*

'

本资料结果显示#

8'&

例患者中
"&8

例
.K.

结果为阳性#

"$&

例得到组织学证实#阳性符合率为
'&%44M

$

"$&

"

"&8

&'

.K.

阳性符合率随病变程度的增加而升高#提示
.K.

对宫颈

高度病变的筛查效果优于低度病变#与文献报道一致)

8

*

'由于

脱落细胞的特征与活体细胞不完全相同且无组织结构#故

.K.

结果不能作为宫颈病变诊断的最后依据#因此对于
.K.

诊断为
1IK,Z

(

LI!L

(

ZI!L

(

IKK

的病例#要严格按照.三阶

梯/即细胞学(阴道镜及组织学方案诊治'在经历临床宫颈细

胞取样(细胞涂片制作到细胞学阅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

现一些细胞学假阴性的结果)

'

*

'本研究资料显示#

.K.

诊断

假阴性率为
"%#4M

'

与组织学结果比较#

ZK#

的阴性符合率为
44%((M

$

&$(

"

&$8

&#显著高于阳性符合率)

&$%#$M

$

"$#

"

#('

&*与文献报道一

致#提示
ZK#

有较高的
Z2P

阴性预测值#接近
"))M

)

4

*

'而

阳性符合率较低#可能提示患者存在
Z2P

感染#尚未出现细

胞和组织学的形态上改变#应给予足够重视和密切随诊'

.K.

与
ZK#

联合检测#其阴性符合率为
44%')M

#略高于

.K.

和
ZK#

各自的阴性符合率#提示二者联合检测对宫颈病

变阴性的预测优于单项检测'

.K.

联合
ZK#

共同阳性#其组

织学符合率均高于各自符合率#且有统计学意义$

!

#

)%)&

&#

提示
.K.

和
ZK#

同时用于早期筛查宫颈癌#可有效降低
K!S

和宫颈癌的漏诊率'有研究显示#两项检查结果均为阴性的病

例再次检查的间隔时间可延长至
&

年)

")

*

'

由于多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存在#

1IK,0I

诊断可重

复性差#组织学阳性符合率低'本研究中
1IK,0I

组织学符合

率为
&"%8'M

$

#4

"

&5

&'在分析病例的
ZK#

检查结果时#笔者

发现#组织学结果为炎症的
#8

例
1IK,0I

患者中#

#5

例
ZK#

的结果为阴性%组织学阳性的
#4

例
1IK,0I

患者#

ZK#

均为

阳性#即
&5

例
1IK,0I

#

ZK#

结果与组织学符合率达
4'%#"M

$

&&

"

&5

&'提示
ZK#

的检查可进一步提示
1IK,0I

患者存在

宫颈病变的风险性'因此#笔者建议#所有
1IK,0I

患者均应

进行
ZK#

检查#

ZK#

阳性者应严格按照.三阶梯/治疗方案#

阴性者可适当延长随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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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

种方法在临床交叉配血中的比较

姜世辉"

!周
"

玲#

"

"%

重庆市合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重庆
()"&#)

$

#%

重庆市合川区中心血站!重庆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盐水法&聚凝胺法与微柱凝胶法在临床交叉配血工作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分别采用
$

种方法对
$))

份

血样标本同步交叉配血!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在
$))

份血样中盐水法检出的阳性
#

例!阳性率为
)%58M

$聚凝胺法检出的

阳性
8

例!阳性率为
#%$$M

$而微柱凝胶法检出阳性
""

例!阳性率为
$%58M

'在检测不完全抗体方面聚凝胺法与微柱凝胶法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与盐水法存在显著差异"

!

#

)%)"

%'结论
"

微柱凝胶法在交叉配血中的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聚凝胺法操作简便&快速!在出现配血不合的标本时最好两种方法联合应用'

关键词"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

"

微柱凝胶$

"

聚凝胺

!"#

!

")%$454

"

6

%7++/%"58$,("$)%#)"#%"8%)$&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58$,("$)

"

#)"#

%

"8,#"#",)#

""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交叉配血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常用

的配血方法有盐水法(抗人球蛋白法(聚凝胺法(聚乙二醇法(

各种酶法以及微柱凝胶法等'交叉配血实验是保障临床输血

安全的及时(有效的重要手段#但有时会出现同型血配血不合

的现象'为了确保输血安全#输血前应该做不规则抗体筛选实

验)

",$

*

'近几年来#微柱凝胶法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已作为

常规的血型及交叉配血实验)

(

*

#在条件好的实验室#交叉配血

试验常用微柱凝胶实验$

RW.

&#又名微柱凝胶卡式法#该法基

于分子筛过滤作用#通过离心分离游离红细胞和凝集的红细

胞)

&

*

'但由于
RW.

的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结果准确(操作简

单快速#所以进行
RW.

操作时一定要标准化)

5

*

'本文就盐水

法(聚凝胺法与微柱凝胶法的应用情况进行比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合川区需要

输血的患者
$))

例#其中男性
"")

例#女性
"4)

例#年龄
"8

!

5)

岁#平均
$'%"

岁#既往输血史
$)

例#供血者为无偿献血者#共

采集标本
$))

份'

@%A

"

仪器与试剂
"

台式离心机#

]dL

型血型血清学多用离心

机和免疫微柱孵育器#

X=

F

C

<

B+Ke,#"

普通光学显微镜'凝聚

胺试剂为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抗人球蛋白配血卡

为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B

"

方法
"

对每份标本均采用盐水法(聚凝胺法与微柱凝胶

法同时做交叉配血'盐水法!操作参照参考文献)

8

*'聚凝胺

法!用生理盐水将受血者和供血者标本分别配
$M

!

&M

的红

细胞悬液'取清洁试管
#

支#分别标上主侧和次侧%在主侧加

受血者血清
#

滴和供血者红细胞悬液
"

滴%在次侧加供血者血

清
#

滴和受血者红细胞悬液
"

滴'各管加低离子介质溶液
)%8

CL

#混匀#以
$)))>

"

C7/

离心
"&C7/

#弃上清液使管底残留约

)%"CL

#轻轻摇动试管#目测有无凝集#如不凝集则需重做#然

后各管加重悬液
#

滴#轻轻摇动试管于显微镜下观察#

$)+

内

红细胞散开则为非特异性凝集#否则为血型抗原与抗体引起的

特异性凝集#判为阳性'微柱凝胶法!用生理盐水将受血者和

供血者标本分别配
)%&M

!

"M

的红细胞悬液'在配血卡上标

上患者姓名#于主侧加
&)

'

L

供血者
)%&M

!

"M

红细胞悬液

和
&)

'

L

的受血者血浆'在次侧加
&)

'

L

受血者
)%&M

!

"M

红细胞悬液和
&)

'

L

的供血者血浆'然后
$8b

孵育
"&C7/

#

以
4))>

"

C7/

的速度离心
$C7/

后#再以
"&))>

"

C7/

的速度离

心
#C7/

后观察结果'红细胞沉积于凝胶管底部表示无凝集#

红细胞聚集于胶上或胶中表示凝集阳性'

@%F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I2II""%)

进行统计学分析#率的比

较采用
"

# 检验'

A

"

结
""

果

在
$))

份血样中盐水法检出阳性
#

例#阳性率为
)%58M

%

聚凝胺法检出阳性
8

例#阳性率为
#%$$M

%而微柱凝胶法检出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58M

'对于
""

例阳性标本#

$

种方法

检测情况见表
"

'

$

种方法中微柱凝胶法在交叉配血中的敏感

性最高#聚凝胺法次之#盐水法最低%在检测不完全抗体方面聚

凝胺法与微柱凝胶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与盐水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

例阳性标本用
$

种方法进行交叉配血结果

方法
" # $ ( & 5 8 ' 4 ") ""

盐水法
i ` ` ` ` ` ` ` i ` `

聚凝胺
#i ` i ` #i ` i ` #i i i

微柱凝胶法
$i i #i i #i i i i $i i i

B

"

讨
""

论

不规则抗体为
!

D

W

抗体#在盐水法交叉配血中不出现凝

集#不能直接检出'而聚凝胺法中和红细胞表面的负电荷#缩

短红细胞之间的距离#引起红细胞的非特异性凝聚#促进红细

胞抗原与相应的
!

D

W

或
!

D

R

抗体结合#如果存在与红细胞抗

原相结合的特异性抗体#聚凝胺诱导的凝集现象则消失'该方

法快速简便#但仍存在漏检#如因肝素或其他药物中和聚凝胺

试剂而造成的假阴性结果)

'

*

#适用于急诊抢救患者的交叉配

血'上述结果亦表明有
(

例聚凝胺法检测凝集阴性而微柱凝

胶法凝集阳性'

与凝聚胺法相比#微柱凝胶法具有灵敏度更高#结果更准

确等优点'其主要利用
K99CG+

实验和分子筛技术相结合来

检测不完全抗体)

4

*

#当抗球蛋白试剂中加入待检红细胞盐水悬

液时#如果红细胞已经被不完全抗体致敏#红细胞表面的抗体

球蛋白与抗球蛋白试剂中的抗体发生特异性反应#使红细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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