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子纤维化结构$从而促使血管钙化)此外$

%E

N

还通过一系

列作用破坏体内凝血和纤溶系统平衡等'

"$5"8

(

)

综上所述$

%E

N

参与体内多种病理生理过程$与动脉粥样

硬化*高血压等密切相关$并形成恶性循环$促进多种心脑血管

疾病的发生*发展'

"+5"9

(

)因此$及早检测血液
%E

N

水平$并根

据个体情况进行评估$及时预防$可较大减低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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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肇庆地区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型别及年龄分布

申学基#李成德#刘
!

健#李海珠#吴小文

!广东省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

!69$6$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肇庆地区人类乳头瘤病毒!

%Q'

"的感染型别及年龄分布$方法
!

采用反向杂交技术对该院收集的住院

及门诊患者
6$$+

例有性生活史的女性宫颈分泌物进行分型研究$结果
!

6$$+

例标本中
+8<

例阳性#阳性率
6"79g

#单一感染

88+

例!

"979g

"#混合感染
"$8

例!

!76g

"$其中
!6

亚型
<#

例#占阳性例数的
"̂ 7$<g

#

"9

亚型
+!

例#占
"$76#g

#

!̂

亚型
88

例#

占
<79g

$低危型例数明显少于高危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

%Q'

感染主要分布在
6"

"

!$

岁年龄段$结论
!

肇庆地

区
%Q'

感染的主要是
!6

亚型#年龄主要分布在
6"

"

!$

岁$

关键词"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

宫颈炎&

!

宫颈癌

!"#

!

"$78#9#

"

:

7)11;7"9<85+"8$76$"97"#7$9<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85+"8$

!

6$"9

"

"#56<##5$6

!!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展中国家宫颈癌

占女性肿瘤的
"!g

$发达国家宫颈癌占女性肿瘤的
+7+g

'

"

(

)

我国宫颈癌发病率及新发例数均较高$每年新发病例约
+7!

万$占全球发病总数的
"

"

+

$严重影响女性身心健康'

6

(

)早期

诊断和治疗是预防宫颈癌的有效途径$病理学检查可作为宫颈

癌前病变的金标准'

8

(

)由于临床主观判断的不一致性$因此宫

颈癌需要其他辅助诊断措施)大量实验证明人类乳头瘤病毒

#

%Q'

%感染与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而
%Q'

分型检测可作

为宫颈癌的初步筛查$为其早期诊断和治疗开拓新局面'

+

(

)现

对肇庆地区病例进行初步分析$了解该地区
%Q'

分型感染和

年龄分布情况)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收集
6$"!

年
"

月
"

号至
"6

月
8"

号该院门诊

及住院有性生活史的女性患者标本
6$$+

例$年龄
6$

"

9$

岁$病

理学检查确诊为宫颈癌
86

例$其余为宫颈炎或有症状患者)

?7@

!

方法
!

将取材刷子在患者宫颈处旋转
9

周以上以取得更

多的宫颈上皮细胞$标本收集后置
Z6$[

保存待测)#

"

%

%Q'

340

提取)#

6

%

%Q'340

扩增)#

8

%

%Q'340

分子导流

杂交显色基因分型$结果判断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7A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
0&.<!$$

型聚合酶链反应#

QRS

%扩

增仪$

%&6$"60

核酸分子杂交仪$

%Q'

基因分型试剂盒#潮

州凯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7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7$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

!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7?

!

%Q'

感染患者年龄分布情况
!

6"

"

!$

岁是
%Q'

感染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6$"9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AL(2G

!

]E@>L2F6$"9

!

'>M78<

!

4>7"#



的高发年龄$占阳性例数的
#87<g

)其中
6"

"

8$

岁*

8"

"

+$

岁*

+"

"

!$

岁低危型感染$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

%)

8"

"

+$

岁*

+"

"

!$

岁
%Q'

高危型感染例数略高于

6"

"

8$

岁组别$前者宫颈癌发病率也高于后者)

!"

"

9$

岁

%Q'

高危型感染例数与其他
8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7$!

%)

8"

"

!$

岁是
%Q'

高危型感染的高峰期$宫颈癌

患者也于
8"

"

!$

岁多见)见表
"

)

表
"

!!

肇庆地区女性不同年龄组别
%Q'

感染分布情况#

1

$

组别 低危型 高危型 宫颈癌

6"

"

8$

岁
"8 99 "

8"

"

+$

岁
"6 "$! ""

+"

"

!$

岁
"$ #̂ "#

!"

"

9$

岁
6 6! "

@7@

!

%Q'

感染患者各亚型分布情况
!

%Q'

感染率为
+8+

"

6$$+

#

6"79g

%$主要以
%Q'

高危型单一感染为主$占
9<7<g

)

单一感染占
<978g

$混合感染占
687<g

)

6$$+

例标本中阳性

+8+

例)

!6

亚型单一感染所占比例最高$

<+

例$占阳性例数的

"<7$g

&

"9

亚型
+!

例$占阳性例数的
"$78g

$

!̂

亚型
88

例

#

<79g

%$

E

J

8̂$+

亚型
8$

例$

8#

亚型
"̂

例$

""

亚型
"̂

例$

9

亚

型
"9

例$

88

亚型
"!

例)见表
6

)

表
6

!!

肇庆地区女性不同型别
%Q'

感染分布情况

类别
%Q'

低危型

单一感染

%Q'

高危型

单一感染
单一感染 混合感染

感染例数#

1

%

8< 6#+ 88" "$8

百分比#

g

%

7̂9 9<7< <978 687<

A

!

讨
!!

论

!!

%Q'

感染多发生于
6"

"

!$

岁女性$有
"$g

"

"!g

持续

感染$这部分女性是宫颈癌的高发人群$

%Q'

感染是重要的致

病和致癌因素'

!59

(

)本研究
6$$+

例有性生活史女性宫颈分泌

物$阳性标本
+8+

例$感染率
6"79g

$在广东地区属中等水平)

%Q'

低危型感染主要引起尖锐湿疣$通过手术治疗可以治愈$

而低危型感染的主要以年轻及中年女性为主$

6"

"

!$

岁为高

发期$主要感染途径是不洁性交$与性生活活跃显著相关)

%Q'

高危型感染高发期主要在
8"

"

!$

岁$大部分会在短期内

自动消失$高危型
%Q'

持续感染与子宫颈癌及
R.4

的发生密

切相关'

<

(

)其发生机制是其
,9

*

,<

基因组整合至宿主细胞

340

$最终导致宿主细胞肿瘤抑制蛋白下调$

,9

和
,<

蛋白和

宿主细胞的
Q!8

和
QS&

具有高度亲和力$影响其功能与基因

的稳定性$最终导致细胞癌变'

^

(

)因此早期进行
%Q'

筛查$

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作用)此外宫颈癌的发生与早婚*早育*

多产及性生活紊乱有关'

#

(

)

目前
%Q'

有
"$$

多种亚型$

6<

种可在宫颈癌组织中发

现$可以单一感染或多重感染)本研究
+8+

例
%Q'

感染患

者$单一感染
<978g

$混合感染
687<g

$其中有
86

例确认宫颈

癌$

#

例为混合感染)有研究表明$多型别
%Q'

感染不一定预

示宫颈高级病变存在$而
%Q'

多型别持续感染是宫颈发生病

变的重要原因'

"$

(

)

本组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
%Q'

感染率属于中等水平$

6"

"

!$

岁为高发年龄段$高危型
!6

亚型所占比例最高$

"9

*

!̂

亚型其次$而
"9

亚型是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型别)我国
%Q'

感染主要是
6!

"

!$

岁高发$以
"9

*

"̂

亚型为主$

!̂

*

!6

亚型有

较高的流行趋势)大型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广东潮州地区

%Q'

感染以
6"

"

!$

岁年龄段为主$感染类型以
!6

亚型为主$

"9

*

!̂

亚型次之$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组
%Q'

感染有年

轻化趋势$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病理检查是宫颈癌诊断的金

标准$而
R.4

的病理诊断和分级与临床的主观判断有一定关

系$

%Q'

筛查对宫颈癌的辅助诊断起到重要的临床作用)

%Q'

治疗性疫苗还在研究阶段$预防性疫苗已经上市'

""

(

)了

解
%Q'

感染人群分布情况可有针对性地研究疫苗$从根本上

改变
%Q'

感染$从而减少宫颈癌的发生率)因此早期筛查具

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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