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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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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地区女性生殖道人乳头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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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分布特征$方法
!

收集
+>,@

例
):

"

<@

岁女性就诊者及体

检者宫颈脱落细胞!采用核酸分子杂交基因分型技术进行
/4[

分型检测!同时进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白带常规检查等其他

检查!分析
/4[

整体及主要亚型检测结果!以及
/4[

感染和其他生殖系统疾病的关系$结果
!

/4[

总检出率为
)-;@]

!高危

型
/4[

检出率为
),;*]

!低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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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为
-;-]

$常见
/4[

高危型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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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亚型'常见低危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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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亚型$感染高峰年龄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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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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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以单一感染为主$宫颈炎患者%阴道炎合并宫颈炎患者
/4[

检出率高于健康

者"

(

$

,;,>

#'解脲脲原体阳性患者
/4[

检出率高于阴性患者"

(

$

,;,>

#$结论
!

/4[

检出率!尤其是
):

%

>.

和
--

亚型检出率

较高!和其他生殖道感染性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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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状病毒$

/4[

%是一种可引起人类皮肤和黏膜组

织良性及恶性肿瘤的病毒'

)

(

)

/4[

感染是诱发宫颈癌的明确

病因之一'

+

(

)目前已知的
/4[

亚型有
),,

余种#其中
-,

多种

可感染人类并引起宫颈病变)世界不同地区
/4[

检出率及

亚型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其致癌性也有所不同'

-

(

)病因学研究

显示#

/4[

感染与阴道局部免疫力低下密切相关#因此
/4[

感染常合并生殖系统其他病原体感染)有研究认为#细菌性阴

道病*滴虫性阴道炎$

3[

%是
/4[

感染的危险因素'

*

(

)本研

究回顾性分析了本地区
+>,@

例女性生殖系统
/4[

亚型感染

特征#及其与生殖系统其他疾病的相关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体检及就

诊的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均进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

查和
/4[

分型检测#

+,-*

例同时进行白带常规检测#

.,*

例

同时进行解脲脲原体$

WI

%培养检测)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

会审查批准)受试对象均知晓本研究内容及方法#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A

!

方法
!

采集受试对象宫颈组织脱落细胞标本*白带标本

和宫颈刮片标本#要求标本采集前
+*F

无性生活*灌洗*盆浴*

阴道用药等)宫颈组织脱落细胞标本采集采用专用拭子#标本

采集方法#

QR7

提取*扩增*芯片杂交方法#以及结果判断标

准#严格参照基因芯片法
/4[

分型检测试剂盒$珠海赛乐奇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及美国
5Y_!(7Q

公司聚合酶链反应扩增

仪*分子杂交仪和
/4[QR7

分型芯片检测系统说明书的要

求)标本同时接种
WI

检测培养基$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培养
+*

*

*.F

后观察结果#结果判读标准参照试剂盒说明

书)常规方法采集白带标本#制备生理盐水分泌物悬液涂片#

巴氏染色后镜检)根据受试对象临床症状*宫颈刮片检查结果

给予临床诊断#诊断标准参照0妇产科学$第
<

版%1

'

>

(

)单一

/4[

亚型感染定义为单一感染#

+

种
/4[

亚型感染定义为双

重感染#

-

种及其以上
/4[

亚型感染定义为多重感染)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6466)@;,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

(

$

,;,>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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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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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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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危型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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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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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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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常见低危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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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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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

/4[

各亚型检出率见

图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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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亚型检出率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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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年龄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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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在
):

"

+,

岁年龄段

达到第
)

个高峰#在
%

->

"

*,

岁年龄段达到次高峰#在
%

>>

"

:,

岁年龄段达到第二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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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型检出率在
):

"

+,

岁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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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段最高#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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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危型检出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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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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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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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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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较高)各年龄组间

/4[

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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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
/4[

检出情况见图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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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
/4[

检出情况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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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感染和复合感染分布
!

->,

例
/4[

感染患者

以单一感染为主#占
/4[

感染患者的
.);*-]

#在所有受试对

象中占
));-:]

#见表
)

)各年龄组均以单一感染为主)双重

感染主要分布于
):

"

+>

岁*

%

*>

岁年龄段#多重感染主要分

布于
):

"

+,

岁年龄段)不同年龄段之间单一感染*双重感染

和多重感染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

#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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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感染和复合感染检出情况#

]

$

感染类型
0

占
/4[

感染人群比例 占总人群感染的比例

单一感染
+.> .);* ));*

双重感染
>+ )*;@ +;)

多重感染
)- -;< ,;>

合计
->, ),,;, )-;@

A;C

!

/4[

感染与生殖系统其他疾病的相关性
!

阴道炎*子宫

肌瘤*子宫内膜炎患者与健康者相比#

/4[

检出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宫颈炎*阴道炎合并宫颈炎患者与健

康者相比#

/4[

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健康者和各类疾病患者
/4[

检出率比较见表
-

)与健康者相

比#阴道炎合并宫颈炎患者高危型
/4[

$

):

*

>.

*

--

亚型%检出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低危型
/4[

$

))

*

:

亚

型%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图
-

)白带常

规检查*

WI

培养检测结果显示#白带标本真菌酵母孢子*滴虫*

线索细胞阳性者
/4[

检出率与阴性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

WI

培养阳性者
/4[

检出率高于健康
/4[

培

养阴性者$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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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
/4[

单一感染和复合感染检出率(

0

#

]

$)

年龄组$岁% 单一感染 双重感染 多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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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者和各类疾病患者
/4[

检出率比较

组别
/4[

阳性

$

0

%

/4[

检出率

$

]

%

!

+

"

(

"

健康组
)>. )-;.> a a

阴道炎组
*- )>;*< ,;*.- ,;*.<

宫颈炎组
>, +,;): :;-.< ,;,)+

阴道炎合并宫颈炎组
+< -);<: )@;.+, ,;,,,

子宫肌瘤组
- @;,@ ,;):- ,;*-*

子宫内膜炎组
, ,;,, ,;@:* ,;-+:

!!

注!

"表示与健康组
/4[

检出率比较
!

+

*

(

值)

图
-

!!

健康者及各类疾病患者
/4[

亚型检出情况

表
*

!!

不同病原体检测结果受试者
/4[

检出情况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0

/4[

阳性

$

0

%

/4[

检出率

$

]

%

!

+

"

(

"

真菌酵母孢子 阳性
):- +, )+;+< ,;,::,;<@.

阴性
).<) +)< ));:

滴虫 阳性
+* > +,;.- );@.@,;)>.

阴性
+,), +-+ ));>*

线索细胞 阳性
<- @ )+;-- ,;,-*,;.>*

阴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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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不同病原体检测结果受试者
/4[

检出情况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0

/4[

阳性

$

0

%

/4[

检出率

$

]

%

!

+

"

(

"

WI

培养 阳性
-+* ** )-;>. >;:@+,;,)<

阴性
*., *, .;---

!!

注!

"表示各检测项目检测结果阳性者与阴性者
/4[

检出率比较

!

+

*

(

值)

B

!

讨
!!

论

!!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

/4[

感染在宫颈癌病因中起着重要作用)流行病学研究资料显示#

/4[

亚型分布存在明显地域差异'

)

#

-!*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
+>,@

例就诊者及体检者中#

/4[

总检出率为
)-;@]

#在所

有检出的
/4[

亚型中#

):

*

>.

*

).

亚型为优势感染基因型#与

成都地区优势
/4[

亚型分布相似#说明临近地域
/4[

分布

特征可能具有相似性'

:!@

(

)

51CF"%1E

L

等'

),

(研究显示#

/4[

多

重感染约占
/4[

感染的
*-;@]

)但本研究以检出单一亚型

感染为主#且不同年龄段之间单一感染*双重感染和多重感染

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年龄是
/4[

感染

的重要相关因素#性活跃期女性对高危型
/4[

普遍易感)有

研究显示#年轻女性
/4[

感染率最高#并随年龄增长而逐渐

下降&也有研究提出#

/4[

感染存在
+

个高发年龄段'

<!.

(

)本

研究结果显示#

/4[

检出率年龄分布特点呈-

2

.型分布#

):

"

+,

岁*

%

>>

"

:,

岁为
/4[

感染高峰年龄段#

-:

"

*,

岁年龄段

出现亚高峰)此外#高危型
/4[

检出率年龄分布趋势和总检

出率一致#也呈-

2

.型分布)

/4[

感染常伴随局部免疫调节紊乱或功能低下)阴道局

部抵抗力下降时#阴道微生态环境失衡#诱发各种阴道感染)

因此#女性生殖道
/4[

感染常与其他病原体感染混合存在)

据报道#细菌性阴道病与
/4[

感染密切相关#不仅增加
/4[

易感性#同时也延缓
/4[

的清除'

))

(

)也有学者认为#沙眼衣

原体$

93

%*

WI

*滴虫感染可促进
/4[

诱发子宫上皮内瘤变

$

9YR

%及宫颈癌#但与
/4[

感染的相关性仍存有争议'

*

#

)+

(

)

本研究发现#

WI

感染可增加
/4[

感染风险#与
91'

D

#E%#&J#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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