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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制定合适的取样量标准!以保证检测结果准确性$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

!

流式荧光杂交技术'

!

血红蛋白'

!

取样量

!"#

!

),;-@:@

"

A

;%BB&;):<-!*)-,;+,)<;));,+)

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

"

+,)<

#

))!)*@@!,-

#)G.-+)7+&G6.&&4

8

7+*;(7/.7+..3/0

2

.+3&)RIQ

,

+)&%

82

()

,

4+%+7%(&)

68/#0>&-

#

/G*+65#0

;

#

K*+!$

A

-

#

F*N/$#0

#

#

I*N(&0

;

$

6&0&=-1<-#

;

03'-',#P3%#=3%

A

#

+#0

S

-0

;

X-0

;

>&BI@-0-1#@,#P3%#=3%

A

I3",=B"

#

+#0

S

-0

;

#

T-#0

;

'$+),,*+

#

I2-0#

%

963%*/7%

!

"6

:

+7%(;+

!

3#%&OCB"%

H

1"C"FC%&N0IC&GC#NK0##J

L

GCEO%G10GC00B1'

D

0CB#&FI'1&

D

1

D

%00#'1O%EIB

$

/4[

%

H

C&#"

LD

%&

H

JC"CG"%#&IB%&

H

N0#MG

L

"#'C"E

L

N0I#ECBGC&GCF

L

KE%J%b1"%#&P%";<+%5&43

!

7GG#EJ%&

H

"#"FCG#&GC&"E1"%#&#NFC'#

H

0#K%&

$

/K

%#

GCEO%G10

GC00B1'

D

0CBMCECJ%O%JCJ%&"#N%OC

H

E#I

D

B

#

%&G0IJ%&

HH

E#I

D

7M%"F/K#N,

H

"

8

$

),G1BCB

%#

H

E#I

D

5M%"F,

H

"

8

$

/K

'

-,

H

"

8

$

),

G1BCB

%#

H

E#I

D

9M%"F-,

H

"

8

$

/K

'

:,

H

"

8

$

+,G1BCB

%#

H

E#I

D

QM%"F:,

H

"

8

$

/K

'

),,

H

"

8

$

+,G1BCB

%

1&J

H

E#I

D

TM%"F/K

%

),,

H

"

8;Y&C1GF

H

E#I

D

#

>,]B1'

D

0CBMCECM%"F%&%"%10

D

#B%"%OCECBI0"B#N/4[

H

C&#"

LD

%&

H

JC"CG"%#&;TOCE

L

B1'

D

0CM1BJC"CG"CJIB%&

H

B1'

D

0CO#0I'C#N>,

#

),,

#

+,,

#

>,,1&J),,,

#

8J%NNCEC&"O#0I'CBN#E"CB"%&

H

1&J1&10

L

B%BECBI0"B;1+3-.%3

!

S#E100B1'

D

0CBM%"F%&!

%"%10&C

H

1"%OCECBI0"B

#

N%OCB1'

D

0CBM%"F%&%"%10

D

#B%"%OCECBI0"B%&

H

E#I

D

71&JN%OCB1'

D

0CBM%"F%&%"%10

D

#B%"%OCECBI0"B

#

"FCJC"CG"CJ

ECBI0"B#NJ%NNCEC&"B1'

D

0CO#0I'CMCECM%"F#I"J%NNCEC&GCB;Y&"FC),B1'

D

0CB

#

M%"F%&%"%10

D

#B%"%OCECBI0"B#N

H

E#I

D

9

#

Q1&JT

#

"FCECMCECN#IE

#

N#IE1&J&%&CB1'

D

0CBECB

D

CG"%OC0

L

#

MCECM%"FN10BC&C

H

1"%OCJC"CG"CJECBI0"B#NJ%NNCEC&"B1'

D

0CO#0I'CB;

=&)7.-3(&)

!

50##J

L

GCEO%G10GC00B1'

D

0CBG#I0JG1IBCN10BC&C

H

1"%OCECBI0"B#N/4[

H

C&#"

LD

%&

H

JC"CG"%#&IB%&

H

N0#MG

L

"#'C"E

L

N0I#!

ECBGC&GCF

L

KE%J%b1"%#&P%";Y"'%

H

F"KC&CGCBB1E

L

"#BC"#

D

"%'10B1'

D

0CO#0I'C1GG#EJ%&

H

"#"FCG#&GC&"E1"%#&#N/KN#EC&BIE%&

H

"FC

1GGIE1G

L

#N

H

C&#"

LD

%&

H

JC"CG"%#&;

>+

8

?&*43

!

FI'1&

D

1

D

%00#'1O%EIB

&

!

N0#MG

L

"#'C"E

L

N0I#ECBGC&GCF

L

KE%J%b1"%#&

&

!

FC'#

H

0#K%&

&

!

B1'

D

0CO#0I'C

!!

人乳头瘤病毒$

/4[

%是一种微小无包膜的环状双链

QR7

病毒#目前已发现的基因型别超过
+,,

种#与宫颈癌相关

的型别超过
+,

种'

)!-

(

)

/4[

持续感染是宫颈癌主要的致病因

素之一#可使宫颈癌发病风险增加
+>,

倍#且
@,]

以上的浸润

性宫颈癌组织可检出
/4[QR7

#因此
/4[

检测是宫颈癌的

重要筛查手段之一'

*!:

(

)流式荧光杂交技术基于编码微球和流

式技术#具有高通量*灵敏度高*重复性好*操作简便等优点#是

/4[QR7

分型检测较为理想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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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于血性宫颈脱

落细胞标本对该技术
/4[QR7

分型检测结果的影响缺乏相

关研究报道)本研究比较分析了不同血红蛋白$

/K

%水平宫颈

脱落细胞标本
/4[QR7

分型检测结果#旨在确定适合不同

红细胞浓度的取样量标准)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a>

月江苏省内医院和体检中心送

检的流式荧光杂交法
/4[QR7

分型检测标本
-:>.

例)收

集不同
/K

水平宫颈脱落细胞标本
.,

例#按
/K

水平分成
>

组!

7

组为无血性标本
),

例#

/K

检测结果均为
,

H

"

8

#

*,

例&

5

组标本
),

例#

/K

水平为$

%

,

"

-,

%

H

"

8

&

9

组标本
+,

例#

/K

水平为$

%

-,

"

:,

%

H

"

8

&

Q

组标本
+,

例#

/K

水平为$

%

:,

"

),,

%

H

"

8

&

T

组标本
+,

例#

/K

水平为大于
),,

H

"

8

)每组标本

中#

>,]

为
/4[QR7

初次检测结果阳性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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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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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型检测#检测方法及结果判断标

准参照上海透景公司流式荧光杂交法
/4[QR7

分型检测试

剂盒及杭州博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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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CE39@:

型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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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透景公司流式荧光杂交法
/4[

分型检测试剂盒采

用通用引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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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重
49(

扩增#可同时检测
+<

种
/4[

亚型#包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亚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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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交联的探针根据碱基互补配对原则进行杂交#加入荧光标

记物后在流式点阵仪上检测荧光信号#从而判断
/4[

亚型检

测结果)其试剂盒中明确说明!当脱落细胞标本包含较多血细

胞时#有可能导致
49(

实验失败#此时需适当减少标本量再行

检测&但未明确不同量血细胞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在临床实际

工作中#由于受不同医生采样手法差异#以及不同患者个体差

异的影响#有可能使送检标本中含有不同量的血细胞#但实验

操作者无法对此类标本进行最科学和准确的处理#导致不同实

验室之间或不同技术人员之间的检测结果差异较大)

本研究首先根据
/K

水平对脱落细胞标本进行分组#对不

同分组的每份标本进行不同的取样量检测#旨在分析不同取样

量对检测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K

'

-,

H

"

8

时#不同取

样量标本制备的
QR7

检测结果无差异&

-,

H

"

8

$

/K

'

:,

H

"

8

时#若取样量设为小于或等于
>,,

#

8

#可能漏检部分
/4[

亚

型#随着取样量的增加#对不同
/4[

亚型的检测灵敏度逐渐

升高#因此#建议取样量为
),,,

#

8

&

:,

H

"

8

$

/K

'

),,

H

"

8

时#由于
/K

对
49(

扩增的影响较大#取样量设为
>,,

#

8

时#

对不同
/4[

亚型的检出率最高&

/K

%

),,

H

"

'8

时#

/K

对

49(

扩增产生明显抑制作用#若取样量设为大于或等于
>,,

#

8

#不同
/4[

亚型检出率明显下降#多数标本在取样为
),,,

#

8

时#检测灵敏度极低#无法检出相应的
/4[

亚型#因此#建

议取样量为
+,,

#

8

)

血性标本检测存在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取样量少可能

导致宫颈上皮细胞不足#导致检测灵敏度降低)有研究显示#

采用流式荧光杂交法进行
/4[

分型检测#当标本稀释度为
)

)̀,,,

时#阳性率可降至
-<;>]

'

@

(

)其二#

/K

对
49(

反应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K

水平越高#对
49(

的干扰越大#可导致

假阴性结果)

/K

对
49(

反应产生抑制作用#可能与
/K

释放

铁离子#进而干扰
QR7

合成有关'

),!))

(

)

本研究显示#随着
/K

水平升高#需要减少取样量#以避免

部分
/4[

亚型漏检)当宫颈脱落细胞标本
/K

水平小于或等

于
:,

H

"

8

时#对
/4[

亚型检测的影响相对较小)为保证标本

具有一定量的宫颈上皮细胞#同时考虑到实验操作的简便性#

本实验室建立的取样量标准为!

/K

'

:,

H

"

8

时#标本取样量

),,,

#

8

&

:,

H

"

8

$

/K

'

),,

H

"

8

时#标本取样量
>,,

#

8

&

/K

%

),,

H

"

8

时#标本取样量
+,,

#

8

)

目前常用的流式荧光杂交法
/4[

分型检测试剂盒均基

于无血性宫颈脱落细胞标本确定取样量#没有针对具有不同

/K

水平的血性标本制定相应的取样量标准#而血性标本一旦

处理不当#极易导致假阴性检测结果)此外#标本中的
/K

浓

度水平不同时#对
/4[

分型检测结果的影响存在差异)因

此#需要重视不同程度血性宫颈脱落细胞标本对
/4[

分型检

测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建立的取样量标准可供使用相同试剂

盒的实验室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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