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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女性感染人乳头状瘤病毒"

R+_

#的情况及其亚型分布规律!提出诊断和预防疾病的措施$方法
!

采用

核酸杂交检测某医院
1"$""

例门诊和住院患者的宫颈脱落细胞
R+_

的亚型!分析不同患者的
R+_

感染情况$结果
!

R+_

感

染率为
1:2%#0$Y

!其中不同年龄组
R+_

感染率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2%1

#$结论
!

R+_

亚型检测可用于子宫颈癌的

筛查及病情判断!对
R+_

阳性人群关键措施是早诊断!早治疗!以阻断
R+_

的持续性感染!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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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_

%属于乳头瘤

病毒科乳头瘤病毒属'该病毒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乳头瘤

病毒只能感染人的皮肤和黏膜的上皮细胞#引起皮肤黏膜异常

增生#使宿主组织发生疣状或乳头状瘤病变#是尖锐湿疣的病

原体(

1/"

)

'尖锐湿疣种是最常见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在我国#

近年来尖锐湿疣发病人数急剧增长#仅次于非淋菌性尿道炎和

淋病#居第三位'

144#

年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公布的研究结果

证实#人乳头瘤病毒与子宫颈癌有密切的因果关系(

3

)

'因此#

研究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情况和规律已成预防疾病的重要依

据'

R+_

目前还不能在组织细胞内分离培养#也没有动物模

型可成功接种'实验室常用的
R+_

感染诊断方法是核酸杂

交试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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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C2C

!

一般资料
!

用宫颈刷采集
"%1%

年
1"

月至
"%1"

年
1"

月

某医院妇科门诊患者和妇科住院患者的宫颈刷片标本共
1"

$""

例#患者年龄
3

(

00

岁#平均年龄$

3:21h42#

%岁'

C2D

!

仪器与试剂
!

凯普
TQ,

细胞裂解液提取试剂盒*

TQ,

扩增试剂盒和
R+_

核酸分型检测试剂盒$潮州凯普生物化学

有限公司%*

+-)

扩增仪$

+./(-$0

%*凯普
R

F

ID7I7;

医用核酸

分子快速杂交仪'

C2E

!

标本采集
!

医师通过宫颈刷细胞采集器完成采集'扩阴

器暴露宫颈口后#宫颈刷顺时针刷转
#

圈#取出后放入已加有

专用细胞保存液的取样管中#立即送检或
$]

保存时间少于
"

周或
f"%]

保存少于
3

月检测'

C2F

!

方法

C2F2C

!

TQ,

分离提取
!

取临床标本
#%%

&

[

宫颈细胞保存

液#

1$%%%D

"

M79

离心
1M79

#去上清液'沉淀加入
$#]

的
$%%

&

[

溶液
,

#振荡混匀#

1%%]

加热
1#M79

'再加入
$%%

&

[

溶

液
+

#振荡混匀#室温放置
"M79

#

1$%%%D

"

M79

离心
1M79

#去

上清液#室温放置
"M79

'加入
5%

&

[

溶液
)

溶解充分溶解#静

置
1%M79

#

1$%%%D

"

M79

离心
1M79

'

C2F2D

!

+-)

扩增
!

用
+-)

扩增试剂盒进行扩增#反应体系

为!每个反应管
"32"#

&

[

的
+-)W7E

*

%2:#

&

[

的
TQ,(@

d

酶

和
1

&

[

的
TQ,

模板样本#混匀#总体积为
"#

&

[

'

+-)

反应

条件!

4#]

预变性
4M79

#

4#]

*

"%8

#

##]

*

3%8

#

:"]

*

3%8

#

总计
$%

个循环#

:"]

延伸
#M79

#

$]

保存反应产物'

C2F2E

!

杂交和显色过程
!

按照仪器使用说明打开杂交仪#用

镊子将杂交膜放置在塑料薄膜对应开孔上'取
"#

&

[+-)

产

物在
4#]

加热
#M79

#然后立即冰浴至少
"M79

'在杂交仪准

备好的条件下#于
$#]

进行杂交'在杂交孔内加入
1M[

预

热的
$#]

的杂交液#盖上盖板后至少温育
"M79

'把已变性

TQ,

样品溶液加入
%2#M[

预热至
$#]

的杂交液#混匀后加

在薄膜上#盖上盖板温育至少
1%M79

#开泵并进行导流杂交'

用预热至
$#]

的杂交液冲洗膜
3

次#每次用量
%20M[

'用

%2#M[

封阻液封闭薄膜至少
#M79

#用
,

液冲洗薄膜
$

次#每

次
%20M[

'加入
%2#M[

显色液#盖上盖板显色
3

(

#M79

'用

V

液冲洗薄膜
3

次#每次
1M[

#再用
"M[

蒸馏水漂洗干净'

C2F2F

!

结果判断
!

检测结果阳性为清晰可见的蓝紫色圆点#

+

114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年
$

月第
35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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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7G"%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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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薄膜条
R+_

分型分布图#判断阳性点为何种
R+_

病毒

的类型'

C2G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1:2%

软件进行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G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2C

!

基本情况分析
!

这次研究的患者为
"%1%

年
1"

月至

"%1"

年
1"

月门诊和住院
1"$""

例进行
R+_

检查的患者#具

体情况见表
1

'

表
1

!!

患者年龄情况表

项目 总人数 最小年龄 最大年龄 平均年龄 标准差

阳性年龄
"114 1"2%% 032%% 352330" 425$051

阴性年龄
1%3%3 32%% 002%% 3:2"550 42$%354

合计
1"$"" 32%% 002%% 3:21%4# 42$#155

D2D

!

R+_

基因型情况分析
!

共检出
"%

种
R+_

型#分为单

一亚型感染$只感染一种亚型%和多重亚型感染$感染
"

中或
"

种以上亚型%#见表
"

'

15

型感染率最高#多重亚型感染病例感

染亚型数目最多是同时感染
:

种亚型$

11

型*

15

型*

10

型*

31

型*

33

型*

#3

型*

#0

型%'

表
"

!!

感染类型

项目 单一亚型感染 多重亚型感染 合计

阳性人数
150% $34 "114

阳性率
132#"$$Y 32#3$1Y 1:2%#0$Y

D2E

!

年龄分组差异分析
!

按照年龄不同分为
#

个年龄组#计

算不同年龄组阳性率#并用采用
'

" 检验#结果
'

"

g"#25"#

#

G

$

%2%%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

'

表
3

!!

年龄分组阳性率

年龄分组 阳性数 阴性数 阳性率$

Y

%

14

($

"% 13 14 $%25"#

"%

($

3% #:% "$"1 142%#:

3%

($

$% :0% 3005 152:1:

$%

($

#% 51% 3"$3 1#203"

'

#% 1$5 :3$ 152#41

合计
"114 1%3%3 1:2%#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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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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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R+_

只能感染人的皮肤和黏膜上皮细胞#引起皮肤黏膜

异常增生#使宿主组织发生疣状或乳头状瘤病变'通过性接触

可导致生殖器肛门部位的感染#是尖锐湿疣$

C;9J

F

G;M@@CKM7/

9@>KM

#

-,

%或肛门生殖器疣$

@9;

?

=7>@GL@D>8

%的病原体'人们

早在
14%:

年就认识到
R+_

是皮肤疣的病原#但由于该病毒

不能在体外细胞中培养#延缓了对其研究'

144#

年国际癌症

研究中心$

\,)-

%公布的研究结果证实#

R+_

与子宫颈癌有密

切的因果关系'因此#

R+_

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

病原体(

5

)

'

子宫颈癌在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占第二位#直接影响女性

身体健康'因此#临床
R+_

检查对于早期发现子宫颈癌高危

人群显得非常重要#并有利于采取有效地临床措施去预防宫颈

癌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0

)

'因此#快速有效地进行

R+_

分型检查在临床诊断中就显得非常重要(

4

)

'近年来#核

酸分子杂交方法检测
R+_

感染成功应用于临床检测#其特点

是快速高效#能够进行大范围的普查和筛查(

1%/11

)

'本研究所

采用的就是核酸分子杂交技术(

1"

)

'

本研究的
R+_

感染总阳性率为
1:2%#0$Y

#其中感染率

最高的
3

种亚型分别为
15

亚型$

$2""53Y

%*

#0

亚型$

12$3"

4Y

%*

#"

亚型$

12":44Y

%'

R+_15

型是全世界最常见的亚

型#本研究也是发病率最高的一个亚型#是子宫颈癌的首要高

危因素'该 组 病 例 中
R+_#0

和
R+_#"

感 染 率 仅 次 于

R+_15

#名列检出率第
"

*

3

位'

R+_

感染率在不同年龄组之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阳性

率最高的
"

组为#

$

"%

岁组$

$%25"#Y

%与
"%

(

"4

岁组$

142%#:

"Y

%'也是最年轻的
"

个组#说明感染趋于年轻化'其中感染

亚型最多的一个女性年龄为
""

岁#她感同时感染
:

种亚型$

11

型*

15

型*

10

型*

31

型*

33

型*

#3

型和
#0

型%'这说明病毒感

染可能性生活比较活跃有关#这个年龄是性生活活跃期'发病

率年轻化#说明普及疾病相关知识和健康教育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子宫颈癌
R+_

基因分型有利于确定子宫颈癌

发生的高危因素及筛查高危人群#对宫颈癌的早期诊断和早期

治疗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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