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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达州市成年女性子宫颈
VWZ

的感染现状及年龄分布状况研究

邹立新!徐
!

健!王修石!陈
!

兰!赵思阳!吴晓燕

"达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四川达州
!*()))

#

!!

摘
!

要"目的
!

调查该地区成年女性子宫颈人乳头瘤病毒"

VWZ

#的感染现状及感染的年龄分布情况!为该地区子宫颈癌的

预防提供参考$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成年女性共计
::99

名!分成
!

个年龄组$取子

宫颈脱落细胞!进行聚合酶链反应"

W2_

#扩增和杂交洗膜显色!从而判断样本是否感染
VWZ

病毒及感染何种
VWZ

病毒)两两比

较
!

个年龄组人群
VWZ

感染率的不同$结果
!

::99

名成年女性中有
+99:

名感染
VWZ

!总感染率为
')5';

!其中中高危型

VWZ

感染率
+!5)<;

!低危型
VWZ

感染率
'56(;

$所有高危型
VWZ

感染者中!

VWZ+!

为主要致病亚型)

VWZ(:

为第二致病亚

型)低危型中
VWZ!

为主要致病亚型$

()

"$

!)

岁组
VWZ

感染率最高!其次为
')

"$

*)

岁组$

()

"$

!)

岁组
VWZ

感染率明

显高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而小于
')

岁组&

')

"$

*)

岁组&

*)

"$

<)

岁组&

<)

"$

()

岁组&

&

!)

岁组间
VWZ

感染率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达州市成年女性子宫颈
VWZ+!

为主要致病亚型!开展各型
VWZ

检测对

于
VWZ

感染和子宫颈癌的诊断&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

!

宫颈癌)

!

聚合酶链反应

!"#

!

+)5*6!6

"

=

5>??85+!9*@<+*)5')+95+95)(9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

!!

宫颈癌是仅次于乳腺癌的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

其发病率在我国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普查结果显示#宫颈癌在

京沪地区的发病率为
+)

"

+)))))

#而在重庆的发病率高达
*)

"

+)))))

左右)因此#早期发现并及时预防子宫颈癌有重要意

义)人乳头瘤病毒$

VWZ

%是导致宫颈癌的明确的致病因子#

宫颈癌也成为人类历史上少数几个明确病因的肿瘤之一&

+

'

)

本研究对达州市成年女性子宫颈癌患者进行筛查#以了解本地

区的
VWZ

感染现状及感染的年龄分布情况#为制订本地区子

宫颈癌预防措施提供参考)

A

!

资料与方法

A5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达州市中

心医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女性共计
::99

名#年龄
+:

"

!(

岁#

进行子宫颈癌的筛查)所有女性至少有
+

年性生活史#无其他

内外科疾病#无盆腔放疗*化疗病史#且处于非妊娠期)

A5B

!

样本采集与处理
!

月经第
+)

"

+:

天#以窥阴器暴露宫

颈#将宫颈刷置于宫颈口#轻轻搓动宫颈刷
*

"

(

圈#取得足够

的宫颈脱落细胞后#将采集的标本放在盛有
*.#

细胞保存液

的收集瓶中#保存于
<U

医用冰箱内#在
*J

之内完成检测)

A5C

!

检测方法
!

$

+

%

VWZ

感染型别检测#采用试剂盒提取

][&

#然后进行聚合酶链反应$

W2_

%扩增#

W2_

循环温度设

置!

()U+(.>8

(

6(U+).>8

(

6<U *)?

(

<'U 6)?

*

9'U

*)?

#共
<)

个循环(

9'U

延伸
(.>8

(

<U

保存)$

'

%杂交洗膜

显色!按之江公司提供的实验步骤进行
VWZ

导流杂交#酶标

显色)$

*

%结果判断!肉眼观察检测结果#阳性点为清晰可见的

蓝紫色圆点(根据膜条
VWZ

分型分布图#判断阳性点为何种

VWZ

病毒类型(若只有
W2

位点显色而其他位点均无色#表明

样本中未感染
VWZ

病毒#或感染了本试剂盒范围之外的

VWZ

病毒(本检测将
VWZ

分为
'+

种基因亚型)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年
6

月第
*:

卷第
+9

期
!

$8GX#F/YEJ

!

%E

C

GE./ED')+9

!

ZBI5*:

!

[B5+9



A5D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W%%+:5)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检出

率采用
!

' 检验分析#

!

$

)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5A

!

VWZ

各亚型感染状况
!

::99

名女性中有
+99:

名感染

VWZ

#总感染率为
')5';

$

+99:

"

::99

%#其中中高危型
VWZ

感染率
+!5)<;

#低危型
VWZ

感染率
'56(;

)感染
VWZ

的

女性中#高危型占
:);

$

+<'<

"

+99:

%#低危型占
+<59*;

$

'!'

"

+99:

%)所有高危型
VWZ

感染者中#

VWZ+!

为主要致病亚

型#占
<)5();

$

9')

"

+99:

%#

VWZ(:

为第
'

致病亚型#占

+*5));

$

'*+

"

+99:

%#感 染
VWZ('

和
VWZ+:

者 分 别 占

++5*);

和
:5(!;

#低危型中
VWZ!

占
(5)+;

$

:6

"

+99:

%#

VWZ++

为
<5');

$

9(

"

+99:

%)见表
+

)

表
+

!!

达州市女性
VWZ

主要亚型感染分布

VWZ

感染亚型 感染数$

-

% 构成比$

;

%

+! 9') <)5()

(: '*+ +*5))

(' ')+ ++5*)

+: +(' :5(!

(* +') !59<

! :6 (5)+

++ 9( <5')

*+ 9+ *56:

<' ': +5(9

B5B

!

不同年龄段女性
VWZ

感染分布
!

::99

名女性受检者

中
()

" $

!)

岁组
VWZ

感染率最高#占
'95'(;5

其次为

')

"$

*)

岁组#感染率为
''5<<;

#

*)

"$

<)

岁组与
<)

"$

()

岁组
VWZ

感染率分别为
+65(';

和
+:5'';

)两两比较提示!

()

"$

!)

岁组
VWZ

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5)(

%)

$

')

岁组*

')

"$

*)

岁组*

*)

"$

<)

岁组*

<)

"$

()

岁组*

&

!)

岁组间
VWZ

感染率两两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表
'

!!

达州市不同年龄段女性
VWZ

感染分布

组别 阳性数$

-

%

-

感染率$

;

%

$

')

岁组
! +<( <5+<

2

')

"$

*)

岁组
*6+ +9<+ ''5<<

2

*)

"$

<)

岁组
<66 '((! +65('

2

<)

"$

()

岁组
<<< '<*: +:5''

2

()

"$

!)

岁组
<+( +('* '95'(

&

!)

岁组
'' <!' <59'

2

年龄不详
+ +' :5**

2

!!

注!与
()

"$

!)

岁组比较#

2

!

$

)5)(

)

C

!

讨
!!

论

!!

国家原卫生部信息统计中心的结果显示!宫颈癌有明显的

聚集现象#高发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甘肃*山西和陕西

省%#且农村高于城市#山区高于平原)本研究对达州市
::99

名女性宫颈
VWZ

感染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总感染率为
')5';

$

+99:

"

::99

%#低于昆明市的
')59(;

&

'

'和浙江省台州地区

*(5):;

&

*

'

#高 于 甘 肃 地 区 的
+656;

&

<

'和 湖 南 地 区 的

+!5!+;

&

(

'

)本研究显示
VWZ+!

为主要致病亚型#占
<)5();

$

9')

"

+99:

%#

VWZ(:

为第
'

致病亚型#占
+*5));

$

'*+

"

+99:

%#感染
VWZ('

和
VWZ+:

者分别占
++5*;

和
:5(!;

#低

危型 中
VWZ!

占
(5)+;

$

:6

"

+99:

%#

VWZ++

为
<5';

$

9(

"

+99:

%#

VWZ<'

为
+5(9;

$

':

"

+99:

%)世界范围感染率

最高的
(

个
VWZ

型 别 分 别 为
VWZ+!

*

VWZ+:

*

VWZ*+

*

VWZ(:

*

VWZ('

#和国内其他地区人群及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

人群相比较#在本研究中
VWZ+!

的感染率最高#这与国内其

他研究结果一致&

!

'

#

VWZ(:

是另一种在亚洲人群中比较普遍

的型别&

9

'

#在本研究人群中排列第
'

位#其在感染人群中的分

布比例和亚洲部分地区相类似)与欧美女性中最高发的
VWZ

病毒亚型$

VWZ+!

*

VWZ+:

%有所不同#表明
VWZ

感染率及常

见基因亚型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

不同地区
VWZ

感染率与年龄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并不一

致)

0F?E.F8

等&

:

'研究表明#

VWZ

总感染率及高危亚型随年

龄增长感染率逐渐升高)同时有研究报道指出#发展中国家或

经济落后地区
VWZ

感染的年龄别分布曲线为
a

型)本研究

在对达州市
::99

名女性受检者的筛查中发现#

()

"$

!)

岁组

VWZ

感染率最高#占
'95'(;

)第
'

位的为
')

"$

*)

岁组#感

染率为
''5<<;

#与
*'

"

()

岁妇女的生殖道高危型
VWZ

感染

率为
'95(;

的中国子宫颈癌高发区调查结果接近&

6

'

#年龄分

布曲线为
a

型)这可能与当代社会性生活过早*过频及多性

伴现象的出现有关#也可能由于年龄大于
<(

岁的女性机体免

疫力逐渐降低或激素水平变化导致潜伏期病毒复活)因此#应

加强对青年人进行
VWZ

感染的健康教育#对育龄期女性除健

康知识普及外#还应大力加强
VWZ

的筛查力度#对年长女性

应有的放矢地进行
VWZ

感染基因亚型检测以预防宫颈癌的

发生)

本研究对达州市女性
VWZ

感染及分布情况进行了解调

查#结果表明达州市女性感染
VWZ

的风险与全国其他地区相

当)本次研究通过检测得到达州市与宫颈癌发病有关的主要

VWZ

型别#这一数据有利于研究达州市宫颈癌发病率与高危

型
VWZ

感染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研制针对我国
VWZ

感染癌

变状况的
VWZ

疫苗提供了数据支撑#同时对研究和预防癌前

病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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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肌酐结果假性升高的研究

吾古力汗+吾力玛依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克逊县维吾尔医医院检验科!新疆托克逊
:*:+))

#

!!

摘
!

要"目的
!

充分利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作用!进行检测肌酐"

2_

#结果假性升高的主要原因$方法
!

选择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进入医院进行治疗的肾病患者
:)

例!全部患者均在早上未进食之前抽取静脉血!然后将患者平分为对比组和研

究组$通过干扰分析实验和交叉污染实验进行对比两组
2_

的变化!从而找出
2_

结果假性升高的原因$结果
!

研究组在交叉污

染实验当中
2_

浓度平均值显著优于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研究组在干扰分析试验当中
2_

浓度平均值明显

高于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研究组在实施清洁并且使用避免交叉污染程序之后
2_

浓度平均值和对比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需要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过程中!加强对仪器的清洁!并且要在检测之前设置仪

器的避免交叉污染程序!可以有效解决
2_

结果假性升高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具有较强实际意义$

关键词"肌酐)

!

交叉污染)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5*6!6

"

=

5>??85+!9*@<+*)5')+95+9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

!!

随着人们对检测结果的准确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在实验室

中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需要及时解决一

些肌酐$

2_

%结果有假性升高的问题&

+@'

'

)经过大量研究发现#

当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存在交叉污染的时候#就会引发
2_

结果

出现假性升高的问题)因此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对仪

器进行良好的清洁#并且要在检测之前设置仪器的避免交叉污

染程序#才能有效提高检测的准确度)本文选择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院进行治疗的肾病患者
:)

例#并且在患者

早上未进食之前抽取静脉血)通过干扰分析实验和交叉污染

实验对比两组
2_

变化#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5A

!

一般资料
!

选择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进行

治疗的肾病患者
:)

例#全部患者均在早上未进食之前抽取静

脉血#然后将患者平分为对比组和研究组)对比组
<)

例患者

的血清使用单纯的
2_

检测方法#男性
'9

例#女性
+*

例#年龄

('

"

9!

岁#平均年龄为$

!*5:(7(56

%岁)研究组
<)

例患者的

血清在
2_

检测实施清洁并且使用避免交叉污染程序#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9:

岁#平均年龄为$

!'5:(7(5:

%岁)

各组研究对象性别比例*年龄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具有可比性)

A5B

!

仪器与试剂
!

实验当中使用的葡萄糖$

#̂a

%试剂由北

京优化试剂企业提供#检验方法为
#̂a

氧化酶法(

2_

试剂由

上海科均试剂企业所提供#检验方法为肌氨酸氧化酶法(生化

分析仪可以选择使贝克曼库尔特
&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5C

!

方法

A5C5A

!

交叉污染试验
!

选择一份正常的混合血清#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可以单独进行检测
2_+)

次#

将检测的结果设置为对比组#接着在对比组的基础上增加

#̂a

进行检测#其检测的次数也为
+)

次#将检测的结果设置

为研究组#最后使检测数据可以和对比组进行比较)

A5C5B

!

干扰分析实验
!

把研究组当中处于位于
2_

前面的测

试项目
#̂a

的第
'

*第
+

试剂作为实验的样本#安排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的常规位置进行单独检测
2_

#其检测的次数为

+)

次)

A5C5C

!

擦洗试剂针并设计避免交叉污染程序
!

选择一份正常

的混合血清#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程序当中设置避免交叉污

染的程序)主要表现为在加入
#̂a

第
'

试剂之后用#使用配

套的碱性清洗液进行清洁第
'

试剂针
+

次#接着在对比组的基

础上增加
#̂a

进行检测#其检测的次数也为
+)

次#将检测的

结果设置为研究组#最后使检测数据可以和对比组进行比较)

A5D

!

评价方式
!

本次研究通过干扰分析实验和交叉污染实验

比较研究组和对比组
2_

变化#并且通过实验得出
+)

次检测

结果)在将两组的
+)

次检测结果进行分别比较分析之后#统

计
+)

次检测结果的平均值#比较两组
2_

的结果平均值#了解

其差异)

A5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5'

软件包使用统计学原理进

行分析#

!

$

)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5A

!

两组交叉污染实验结果对比
!

经过两组交叉污染实验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对比组的
2_

浓度平均值为
!'5'

!

.BI

"

#

#而研究组的
2_

浓度平均值为
::5*

!

.BI

"

#

#研究组

在交叉污染实验当中
2_

浓度平均值显著优于对比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表
+

!!

+)

次
#̂a

试剂对
2_

测定结果影响#

!

.BI

&

#

$

组别
+ ' * < ( ! 9 : 6 +)

平均值

对比组
!+5: !'5< !'59 !*5< !+5! !'56 !'5! !*5' !*5* !'5+ !'5!

研究组
!(5* !!5( 9!56 !'5( 665< !'5: 6'5< ++!5* ++95(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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