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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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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女性
#*T

感染状况及亚型分布

任
"

臻

"绵阳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四川绵阳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绵阳市
@)=)

例健康体检女性人乳头瘤病毒"

#*T

#感染情况和基因亚型分布$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
@)=)

例健康体检的妇女的宫颈脱落细胞!利用深圳亚能生物技术公司

的
#*T

基因分型"

@8

型#检测试剂盒进行分型检测!分析健康体检女性
#*T

感染率'感染者年龄分布和
#*T

感染的亚型$结果
"

@)=)

例筛查标本中
8&&

例
#*T

阳性!阳性率为
'=7'&N

%

8&&

例阳性标本中!检出
@'

种亚

型!其中高危型以
&@

型为主!占阳性标本的
@?7=9N

"

((

,

8&&

#!低危型以
('

型为主!占阳性标本的
':788N

"

&(

,

8&&

#%不同年龄的
#*T

感染者中!

&)

"

&9

岁的感染者最高!达
@)7)N

$结论
"

绵阳地区健康体检女性中
#*T

感染率较高!感染的主要亚型为
&@

型和
('

型!阳性标本以单一感染为主!且高危亚型的所占比例较高$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

"

感染率%

"

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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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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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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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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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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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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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率呈

增长趋势#每年宫颈癌的发病率以
@N

"

8N

的速度增

长#严重损害妇女的健康$

'>@

%

&随着研究的深入#分子

生物学检验结合临床流行病学分析已经证实人乳头

瘤病毒'

#*T

(感染和女性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

关$

'

#

8

%

&

#*T

感染的检测可以提示宫颈癌风险#对早

期诊断和预防宫颈癌具有重要意义&

#*T

有多种基

因型#与宫颈癌发病相关的有
':

+

'(

+

8'

+

88

+

8&

+

89

+

?&

+

&'

+

&@

+

&:

+

&(

+

&9

+

:(

等亚型#在健康体检的妇女

中#已普遍对宫颈
#*T

感染进行筛查$

'

#

?>=

%

&本研究

应用深圳亚能
#*T

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对女性常见

的
@8

种
#*T

感染进行检测#统计分析绵阳市
@)=)

例健康体检妇女的
#*T

感染状况&

A

"

资料与方法

A7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绵阳

中心医院体检的健康妇女
@)=)

例#所有参与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受检者的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7?

岁&参与项目的受检者宫颈完整#无宫颈上皮内

瘤变+子宫颈癌病史*无子宫切除或宫颈手术史&样

本的采集均由妇科医生严格按照规范操作进行&

A7B

"

仪器与试剂
"

#*T

基因分型'

@8

型(检测试剂

盒'

*$+>

反向点杂交法(购自深圳亚能生物技术公司#

恒温金属浴购自北京卡尤迪公司#基因扩增仪购自杭

州博日科技有限公司(#电热恒温水槽购自北京卡尤

迪公司#分子杂交箱购自深圳亚能生物技术公司&

A7C

"

方法

A7C7A

"

样本采集
"

扩阴器下#用棉拭子将阴道及宫

颈口过多的分泌物擦去#将试剂盒专用的宫颈刷伸入

宫颈口处#轻轻搓动宫颈刷使其顺时针转
8

"

&

周#保

证获取足量的宫颈细胞标本#置于装有细胞保存液的

标本管中&于
@

"

(`

保存#并于
'

周内完成检测&

A7C7B

"

#*T

亚型检测
"

采用
#*T

基因分型'

@8

型(检测试剂盒#每一步都严格按照试剂盒的说明书

进行操作#每次实验设置阴性和阳性质控品对照&

A7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LC-3@)')

及统计软件

U*UU@)7)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
!

@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K

$

)7)&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7A

"

#*T

感染情况分析
"

@)=)

例健康体检女性宫

颈筛查标本中#共有
8&&

例
#*T

阳性标本#感染率为

'=7'&N

&

8&&

例阳性标本中#

#*T

感染者大多为单

一感染#占阳性感染者的
('7?'N

'

@(9

"

8&&

(*混合感

染占
'(7&9N

'

::

"

8&&

(#包括二重感染
&@

例#三重感

染
''

例#四重感染
8

例&见表
'

&

B7B

"

#*T

基因亚型分布
"

8&&

例健康体检女性标本

中#在试剂盒可检测的
'(

种高危型和
&

种低危型

#*T

亚型中#共检出
@'

种基因型#包括高危型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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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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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亚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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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检出率最高#占阳性标本

的
@?7=9N

'

((

"

8&&

(*低危型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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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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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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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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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亚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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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N

'

&(

"

8&&

(&各亚型数据见表
@

&

表
'

""

#*T

基因型多重感染检测结果

#*T

基因型 感染例数'

(

( 构成比'

N

( 阳性率'

N

(

单一感染
@(9 ('7?' '879:

二重感染
&@ '?7:& @7&'

三重感染
'' 87') )7&8

四重感染
8 )7(& )7'?

合计
8&& '))7)) '=7'&

表
@

""

#*T

基因亚型分布

类别 基因亚型
(

构成比'

N

( 阳性率'

N

(

高危型
': @9 (7'= '7?)

'( '' 87') )7&8

8' '' 87') )7&8

88 '' 87') )7&8

8& & '7?' )7@?

89 '' 87') )7&8

?& ? '7'8 )7'9

&' @9 (7'= '7?)

&@ (( @?7=9 ?7@&

&8 89 ')7') '7((

&: @9 (7'= '7?)

&( 8) (7?& '7?&

&9 '' 87') )7&8

:: 9 @7&? )7?8

:( '8 87:: )7:8

(8 8 )7(& )7'?&

低危型
: ( @7@& )78=

'' @ )7&: )7')

?@ ': ?7&' )7==

?8 '9 &78& )79@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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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
#*T

及高危型
#*T

阳性比较

年龄分布'岁( 体检例数'

(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N

(

@?

"

@9 @=( ?: ':7&&

8)

"

89 &@) (: ':7&?

?)

"

?9 =(9 '@9 ':788

&)

"

&9 8:& =8 @)7))

:)

"

=& ''( @' '=7(

B7C

"

#*T

感染年龄分布
"

8&&

例
#*T

阳性感染者

年龄
@?

"

=&

岁&

#*T

感染率最高的为
&)

"

&9

岁年

龄组#感染率为
@)7))N

'

=8

"

8:&

(*感染率最低的为

?)

"

?9

岁年龄组#感染率为
':788N

#

!

@ 检测显示不

同年龄段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7)&

(&见

表
8

&

C

"

讨
""

论

""

宫颈癌可以通过健康体检做到提前发现#从而做

到尽早诊断#尽早治疗$

(>9

%

&

#*T

的持续感染和多重

感染与宫颈癌的发生和癌前病变密切相关#长时间的

#*T

感染往往导致女性宫颈癌的发生#

#*T

感染检

测是宫颈癌防治的重要环节&已有研究发现#

#*T

在人群的感染率为
'7?)N

"

@=78)N

#通常为
')7))N

左右$

'

#

?

%

#本研究发现绵阳地区
#*T

的感染率为

'=7'&N

#这在我国属于高发区域#而且筛查到的

#*T

阳性样本中#单一亚型占
('7?'N

#

#*T

混合感

染占
'(7&9N

#高危型和混合型持续感染将使女性患

宫颈癌的概率增大&因此#本地区应当重视
#*T

感

染的筛查#以便实现对女性宫颈癌病变的提前防治#

保护女性的健康&

我国比较常见的
#*T

亚型为
':

+

&@

+

&(

等#但在

不同地区亚型存在很大差异$

(>'@

%

&本研究发现在
8&&

例
#*T

阳性样本中#筛查到
':

+

'(

+

8'

+

88

+

8&

+

89

+

?&

+

&'

+

&@

+

&8

+

&:

+

&(

+

&9

+

::

+

:(

+

(8

等
':

种高危亚型#

占阳性样本的
('7?'N

&单基因型中感染最频繁的亚

型为
&@

型#占比达到阳性样本的
@?7=9N

*同时#试剂

盒
:

+

''

+

?@

+

?8

+

('

等
&

种低危型
#*T

均筛查到#且

('

型占阳性标本的
':78?N

&因此#在绵阳地区健康

女性最常见的
#*T

感染亚型为
&@

和
('

型#这与之

前报道的我国
#*T

主要感染亚型相似&

#*T

的感染与年龄+女性自身免疫状况+生活习

惯+性生活频率和卫生等密切相关$

')

#

'8

%

&本研究表

明#

#*T

在绵阳地区的健康体检女性中感染率较高#

为了防止
#*T

的持续感染进一步引起女性宫颈的癌

变#在健康女性中进行
#*T

筛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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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五肽治疗肺结核患者继发真菌感染的临床疗效分析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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珏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吉林长春
'8))))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胸腺五肽对肺结核继发真菌感染患者的疗效!为临床治愈率的提高提供理论支持$方

法
"

以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的
?))

例肺结核继发真菌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两组!对照

组"

(k@))

#行氟康唑或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观察组"

(k@))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用胸腺五肽!比较两组疗

效'血气分析指标及免疫功能指标改善情况$结果
"

观察组以痊愈"

887&N

#'显效"

8'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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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治疗前后血气分析指标动脉血氧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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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功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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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但观察组变化更为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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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肺结核继发真菌感染的治疗中!联用胸腺五肽可提升抗结核及抗真菌治疗效果!增强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提

高肺结核继发真菌感染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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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为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

病&病程长#也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患者免疫功

能低下#多有支气管肺组织结构的破坏#呼吸系统自

身净化能力减弱等#其中继发性真菌感染在临床较为

常见#尤其老年肺结核患者$

'>@

%

&真菌对气管#支气管

和肺部的侵犯#引起气道黏膜炎症和肺部炎症肉芽

肿#严重者可引起坏死性肺炎&肺结核合并真菌感染

症状隐匿#漏诊+误诊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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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的治疗上较为棘

手&近年肺结核继发真菌感染引起了临床的关注&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随机分组疗效对比#旨在评价胸腺

五肽在治疗肺结核并发真菌感染患者中的疗效#为临

床肺结核继发真菌感染治愈率的提高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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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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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结核继发真菌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

用随机数字表进行分组&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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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肺结核类型!双肺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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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空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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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在平均年龄+病程及性别构成+肺结核类型构成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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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本研

究经医院伦理会讨论通过#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

书#享有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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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及纳入+排除标准
"

肺结核的诊断标准参

考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颁布的/肺结核诊断及治疗

指南0

$

?

%相关诊断标准*继发真菌感染的诊断均有实

验室痰培养阳性诊断支持&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肺结

核继发真菌感染诊断#排除肿瘤+心肝肾功能严重异

常患者+免疫缺陷患者+糖尿病及严重药物过敏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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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两组行常规抗结核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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