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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女性
!$

种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年龄阶段的评估

朱
!

艳!李永霞!刘丽利!代艳艳!黄
!

蕾!姚建强!王
!

芳#

"西安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陕西西安
"!##!%

#

!!

摘
!

要"目的
!

评估西北地区
;

省!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省不同年龄阶段女性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a*\

#的感染情

况$方法
!

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省
;#<!

例女性进行高危型
a*\)WR&

项目检测!并按照
$#

岁以下&

$#

)

T#

岁&

T#

岁以上
$

个年龄段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省女性
$#

岁以下的感染率为
76"<̂

)

<"6%7̂

!

$#

)

T#

岁的感染率为

T76"<̂

)

"#67"̂

%

T#

岁以上的感染率为
86!<̂

)

$#6T8̂

$结论
!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

省女性
$#

)

T#

岁的中年阶段高危

型
a*\)WR&

阳性率最高!是感染该病毒的最敏感时期!重点关注该好发年龄阶段的人群!更有助于防范
a*\

!预防宫颈癌$

关键词"西北地区%

!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

第二代杂交捕获技术%

!

阳性率

!"#

!

!#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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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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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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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乳头瘤病毒$

a*\

%是一种嗜皮肤和黏膜上皮细胞的病

毒#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污染物或性传播感染'

!

(

)

a*\

与宫颈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全世界有
"#̂

以上的宫颈癌

由该病毒引发'

<

(

)国内每年约有
<

万女性死于宫颈癌#研究证

实#在
776"̂

的宫颈癌形成之前常伴有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

$

+UR

#

+UR

2(

+UR

/(

+UR

6(

原位癌
(

早期浸润癌
(

浸润

癌%的连续发展过程)相关文献报道#由
+UR

2

及
+UR

/

发展

为原位癌的时间为
$

)

%

年'

$);

(

)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国内经

济实力较弱的西北地区不同年龄阶段女性高危型
a*\)WR&

的感染情况#以加强
a*\

的防范工作)

B

!

资料与方法

B6B

!

一般资料
!

<#!$

年
T

月至
<#!$

年
%

月西北
;

省#包括陕

西*甘肃*宁夏*青海省送检的女性高危型
a*\)WR&

分泌物

标本检测结果#其中阳性标本按人群分为
$#

岁以下*

$#

)

T#

岁*

T#

岁以上
$

个年龄阶段)

B6C

!

方法
!

要求参与检测的女性检查前
$D

不做阴道冲洗#

不使用阴道内药物#

<;G

内禁止性生活#并在非经期进行检

查)检查时使用窥阴器暴露宫颈#用专用采样刷置于子宫颈口

内#逆时针旋转
$

圈#停留
!#/

后#将小刷子放入专用试管中#

在切口处折断多余部分#盖上盖子标记送检)采用
W:

E

.2.

公

司
WL[<###

基因杂交信号扩大仪及
W:

E

.2.

公司高危型
a*\

检测试剂盒$第二代杂交捕获法%#可对宫颈标本中的
!$

种高

危型
a*\

$

!8

*

!%

*

$!

*

$$

*

$T

*

$7

*

;T

*

T!

*

T<

*

T8

*

T%

*

T7

*

8%

%进行

定性检测)

B6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76#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及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E

%

#6#T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6B

!

西北
;

省
a*\

阳性率比较
!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

省

a*\

的阳性率分别为
!86%8̂

*

!;6;#̂

*

!%68"̂

*

!;6"#̂

)

陕西与宁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67<

#

Ef#6$;

%&陕

西与青海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6<$

#

Ef#6!$

%&青海

与甘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6#<

#

Ef#6%%

%&宁夏与

甘肃相比#

.

<

f$6$!

#

Ef#6#"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6#T

%)

故
;

个地区之间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6#T

%)

表
!

!!

西北
;

省
a*\

阳性率比较

省份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

%

陕西
<#<$ $;! !86%8

甘肃
T## "< !;6;#

宁夏
;7% 7$ !%68"

青海
!### !;" !;6"#

合计
;#<! 8T$ !86<;

C6C

!

西北
;

省不同年龄段女性
a*\

阳性率比较
!

除甘肃省

外#其他
$

个省
$

个年龄段的阳性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

)

T#

岁*

%

$#

岁*

$

T#

岁)

表
<

!!

各年龄阶段
a*\

阳性率统计

省份
阳性例数

$

%

%

%

$#

岁

'

%

$

^

%(

$#

)

T#

岁

'

%

$

^

%(

$

T#

岁

'

%

$

^

%(

陕西
$;! "#

$

<#6T$

%

<$8

$

876<!

%

$T

$

!#6<8

%

甘肃
"< "

$

76"<

%

;$

$

T76"<

%

<<

$

$#6T8

%

宁夏
7$ !%

$

!76$T

%

88

$

"#67"

%

7

$

768%

%

青海
!;" ;!

$

<"6%7

%

7"

$

8T677

%

7

$

86!<

%

D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西北
;

省
a*\

的平均阳 性 率 为

!86<;̂

#相较沈阳市的
!867̂

'

T

(

#成都市的
!86<"̂

'

8

(

#感染

率均非常相近#但却又明显低于江苏
<%6%%̂

的水平'

"

(

#及浙

江温州市的
;%6T̂

'

%

(

#由此说明#高危型
a*\

存在着非常明

显的地域差异性)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

省的阳性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E

$

#6#T

%#说明西北地区的
a*\

总阳性率无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8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20Z[@3L.D

!

S.31>@1

B

<#!8

!

\546$"

!

R56$



明显地域性变化)

除甘肃省外#其他
$

省
$

个年龄阶段的阳性率均以
$#

)

T#

岁年龄段最高)甘肃地区或与送检人群的年龄分布有关#

另外#

$#

)

T#

岁的人群感染率一致偏高#说明
$#

)

T#

岁的中

年阶段#是女性感染
a*\

的最敏感时期)

a*\

作为一种性传播疾病#在年轻女性中非常多见#然而

大多数可在自身细胞免疫反应的作用下自然缓解'

7)!#

(

#而随着

年龄的增长#免疫功能低下者更容易由亚临床状态向临床状态

进展'

!!

(

#如出现不良性生活史#继而会在中年时期出现
a*\

高发现象)

a*\

感染对于广大女性同胞来说#不仅在生理#更在心理

上造成了极大的痛楚#因此#如何防范便成为一个重点关注的

问题)高危型
a*\)WR&

项目的检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女

性宫颈癌筛查的目的)然而#目前为止该项目虽常被应用于女

性妇科检查#甚至已成为体检项目#但在西北地区#由于各方面

因素的影响#检测的人群数量也未能呈大幅度增加)本研究针

对西北
;

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

个年龄段$

%

$#

岁*

$#

)

T#

岁*

$

T#

岁%的高危型
a*\)WR&

阳性结果进行统计#年龄

覆盖了成年女性#范围较广#数据也比较全面#直观地体现出不

同年龄段女性的感染情况#更证实
$#

)

T#

岁中年阶段为女性

感染的高水平时期)一定程度上#更有助于女性同胞及早采取

相应措施#更进一步地对高危型
a*\

进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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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该地区农村与城镇不同年龄段女性阴道分泌物情况$方法
!

由妇科医生按常规要求阴道分泌物取材后

采用盐水法低倍镜和高倍镜检查!并进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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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阴道清洁度异常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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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城镇&农村女性阴道

清洁度异常率分别为
<$68#̂

&

"7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8$6#8

!

E

%

#6#T

#$城镇女性与农村女性滴虫&假丝酵母菌&线索

细胞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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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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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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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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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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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岁年龄段女性清洁度异常率与
<T

)%

$8

岁年龄段女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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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68"

&

TT6%%

!

E

%

#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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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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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岁年龄段女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f86T"

!

E

%

#6#T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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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农村女性滴虫性阴道炎&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细菌性阴道病得到了明显控制$

关键词"阴道清洁度%

!

滴虫%

!

假丝酵母菌%

!

线索细胞%

!

疾病预防

!"#

!

!#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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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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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江苏南京浦口区农村与城镇不同年龄女性阴道分

泌物情况#本研究对
<#!;

年
!#

)

!!

月及
<#!T

年
$

月
$";$

例

女性进行妇科体检#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6B

!

一般资料
!

$";$

例妇科体检女性#其中城镇居民
!#<!

例#农村居民
<"<<

例#年龄
<T

)

TT

岁)

B6C

!

仪器与试剂
!

光学显微镜#生理盐水*

I

a

试纸$均在有

效期内使用%)

B6D

!

检测方法

B6D6B

!

清洁度分级
!

取阴道分泌物#用生理盐水涂片#高倍镜

检查#根据所含白细胞$或脓细胞%*上皮细胞*杆菌*球菌的多

少分成
2)7

度清洁)清洁度在
2)/

度内视为正常#

6

*

7

度为异常'

!

(

)

B6D6C

!

滴虫*假丝酵母菌判定及诊断依据
!

湿片低倍或高倍

镜检分别见到滴虫和假丝酵母菌的芽生孢子或假菌丝#且有临

床症状者#判定为滴虫*假丝酵母菌感染)细菌性阴道病的诊

断依据必须符合以下
$

项条件!$

!

%匀质*稀薄*白色的阴道分

泌物&$

<

%阴道
I

a

$

;6T

&$

$

%高倍镜下见到线索细胞'

!

(

)

B6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76#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j?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E

%

#6#T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6B

!

城镇与农村女性阴道清洁度及病原体检测结果比较
!

城

镇女性阴道清洁度异常率$

<$68#̂

%与农村女性清洁度异常率

$

"76"<̂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8$6#8

#

E

%

#6#T

%)

城镇女性与农村女性滴虫*假丝酵母菌*线索细胞检出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

f#6"%

*

#6;!

*

#6"T

#

E

$

#6#T

%)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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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8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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