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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重庆地感染人乳头瘤病毒"

+<-

#各基因型及分布特点%方法
"

选取
)('8

年
'

月至

)('?

年
')

月重庆市三大片区各级医院送检女性样本!用
<5=9

斑点杂交法作
+<-92:1

分型检测!分别统计

各基因型阳性率$

)

个年龄段及地区分布和多重感染情况!选取部分
+<-

阳性病例同时用第二代捕获杂交法

"

+5

&

法#作比对检测及基因测序和液基薄层细胞"

050

#检查%结果
"

'A;(B;

例样本!

+<-

阳性检出率为

)8@;BC

!在阳性中占比达
'(C

的基因型依次为
8)

$

'7

$

8B

$

B'

$

8;

'高危型
+<-

"

M&+<-

#检出率为
)'@8BC

'

'B

"

A8

岁感染阳性率为
)A@?AC

!

A8

岁以上为
)?@;*C

!

)

个年龄段"

'B

"

A8

岁$

A8

岁以上#阳性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8

#'渝西及主城阳性检出率为
)A@AAC

!渝东北为
;'@B'C

!渝东南为
)A@?(C

!渝东北阳性检出

率明显高于另外两个片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各年龄段及各片区均以感染单一基因型为主'两种方

法比对检测结果符合率为
*7@)C

'各型测序结果分别与
:5,Y

相对应基因的序列比对!一致性均在
**C

以上'

同时作
050

检查的
?'7B

例中!属
M&+<-8B;8

例!结果为
5Y:

&

8@8(C

!低危型
+<-

"

I&+<-

#有
';;;

例!

结果为
5Y:

&

(@8;C

%

+<-

感染导致宫颈细胞
5Y:

改变的检出率均低于
'(C

!

M&+<-

的
5Y:

&

明显高于

I&+<-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结论
"

通过对重庆市超
'A

万例次女性感染
+<-

各基因型的检查研

究!为该地区宫颈癌诊断和防治体系的建立提供有力科学依据!为该病原疫苗的研发和应用提供高价值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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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女性发病率居第
)

位的恶性肿瘤%也是

目前病因较明确的恶性肿瘤之一%人乳头瘤病毒

#

+<-

$较长期反复感染是其主要病因'我国宫颈癌

患病率及病死率均较高%且有年轻化趋势%严重危害

女性健康(

'

)

'因此%

+<-

感染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

注%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

感染型别和疫苗进

行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

)

)

'

+<-

感染率及型别分

布在不同种族和地域存在差异(

;98

)

%因受检病例量及

检查条件的关系%其感染率及分布特点各项研究报道

有较大差异(

;9'8

)

'现将本检验所对重庆市超
'A

万例

次女性检测
+<-

感染的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C

"

材料与方法

C@C

"

标本来源
"

选取本检验所实验室
)('8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接收的重庆市三大行政片区

#渝东北&渝东南&渝西及主城$各级医院#

;AA

家$专门

采集并送检的女性患者宫颈区细胞作为
+<-92:1

检测样本'

C@D

"

仪器与试剂
"

黑马
*7((

基因扩增仪#珠海黑

马$%伯乐
a6.2>5f=G

凝胶成像系统%全自动核酸

分子 杂 交 仪 #亚 能$%基 因 杂 交 信 号 扩 大 仪

#

23.)(((03

$%

1,Y;8((T.

基因分析仪%液基薄层

细胞#

050

$制片仪#海世嘉$%

>.̂ 3<\!,fA'

显微

及摄像系统'

<26

柱
2:1

提取试剂盒及
<5=9

斑点

杂交法
+<-92:1

分型检测试剂盒#亚能$%高危型

+<-92:1

#

M&+<-

$第二代捕获杂交法#

+5

&

$检测

试剂盒#凯杰$%设计单一各型的特异性引物#见表
'

$%

2E

$

%FLEH#!HIRLEH#PH&3"

$

X60

$

2:1hEL

切胶回收

试剂盒及
;8((2T!%&E%F!%

Q

R%#OE#

$

!L"#/"&/

%

,E

$

9

2

J

%

03

0%&VE#"LH&S'@'

测序试剂盒#赛默飞公司$%巴

氏染液'

C@E

"

检测方法
"

所有送检样本均在采集的当天
BM

内%进行
<5=9

斑点杂交法
+<-92:1

分型检测%结果

为阳性的作
050

检查'另选取
7A

例
+<-92:1

检

测结果为阳性的患者%再同时进行
<5=9

斑点杂交法

和
+5

&

法比对检测'并选取
+<-92:1

高危和低

危型检出率高的亚型在基因分析仪上作基因测序&

鉴定'

C@E@C

"

采样要求
"

于检查前
;/

内未做阴道冲洗%未

阴道内用药#避孕药等$'检查前
)AM

内无性行为'

采样时仰卧于检查床上%消毒#不能用醋酸或碘液涂

抹消毒$%由医生以窥阴器或阴道张开器暴露宫颈%用

棉拭子将宫颈口过多的分泌物擦去%然后用
+<-

专

用采样刷及专用宫颈脱落细胞采集器%进行采样%单

方向旋转
A

"

8

周以获得足量的上皮细胞样本%然后

将宫颈刷头部分别放入洗脱管中%沿刷柄处将宫颈刷

折断%拧紧洗脱管盖%做好样本标识%保持洗脱管直立

放置'用于
<5=9

斑点杂交法
+<-92:1

分型检测采

样管一套%

+5

&

法检测专用采样管一套%

050

细胞学

检查采集器一套%分别采集'

C@E@D

"

+<-92:1

分型检测方法
"

采用
<5=9

斑点

杂交法%按照该法检测试剂盒操作规程%制备
2:1

模

板&

<5=

扩增#根据
+<-92:1

特点设计特异引物

<5=<&%VET

%可以扩增出
);

种
+<-92:1

亚型目的

片段$%再将扩增产物与固定在膜条上的
'?

种
M&+<-

和
7

种低危型#

I&+<-

$的分型探针%用全自动核酸分

子杂交仪进行杂交%依据杂交信号点有无存在%来判

断有无
+<-

感染及其基因型别'

表
'

""

M&+<-

和
I&+<-

检出率高的亚型所用的

"""

单一特异性引物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
片段大小

#

U

N

$

794 aa010a0a51a05151aa5 ';?

79= 5111aa10150a105511005

'794 551aa1aa5151501a11a1 '7)

'79= 1aa11150a10501aa050a

8)94 a050a5105000aa1aa151 '7B

8)9= 501550111aa11150a105

8;94 a551501a5001a1aa151 '8;

8;9= 50a1055111051a51a11

8B94 1000a0015505551aa50 '?'

8B9= a500011aa550a100a0110

B'94 0551551a0001a10a15151 '87

B'9= 50a1050111051a01a151150

C@E@E

"

M&+<-92:1+5

&

检测方法
"

按照
+5

&

检

测试剂盒提取
2:1

模板%含有目标
2:1

的标本与

一种特殊的
+<-9=:1

探针鸡尾酒杂交%反应形成的

=:192:1

杂交体%捕获到被有
=:192:1

杂交体相

对应特异抗体的酶标板小孔杯里%被固定好的杂交体

与接合了
=:192:1

杂交体相对应特异抗体的碱性

磷酸酯酶反应%再用化学发光底物进行检测'发光射

出用照度计测量其相对光单位%根据发出光的强度确

定样本中有无目标
2:1

存在%并定量'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A(

卷第
'

期
"

Y#LX."U3%/

!

X"#R"&

J

)('*

!

-HI@A(

!

:H@'



C@E@F

"

+<-92:1

测序&鉴定
"

使用单一特异性引

物%对提取的样本
2:1

模板进行扩增%采用
'@8C

琼

脂糖凝胶电泳#

')(-

%

A(VE#

$%并用凝胶成像系统进

行检测'再使用
2E

$

%FLEH#!HIRLEH#PH&3"

$

X60

$

29

:1hEL

切胶回收试剂盒对与目标片段大小一致的电

泳条带进行切胶回收%按照
;8((2T!%&E%F!%

Q

R%#9

OE#

$

!L"#/"&/

%

,E

$

2

J

%

03

0%&VE#"LH&S'@'

测序试剂

盒进行配液%将配制好的反应液于
1,Y;8((T.

基因

分析仪上进行双向测序%并与
:5,Y

官网上的相对应

的基因序列进行
,I"FL

分析'

C@E@G

"

050

细胞病理学检查方法
"

经
050

制片仪

将样品制成直径
'8VV

的圆形细胞薄层涂片进行巴

氏染色%在显微镜下阅片检查%并对典型视野摄片%根

据上皮细胞及相关细胞形态变化情况%确定变化

级别'

C@E@H

"

检测方法的质量控制
"

采用留样标本#每批

的高值&临界水平&阴性$复查方法%每天做室内质控%

每年参加两次国家卫健委组织的室间质评%符合质控

要求%检测结果有效'

C@F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结果按年度&各年龄段&各行

政片区&各基因型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

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
!

) 检验'检验水准
*

g

(@(8

%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各年份
+<-92:1

分型检测情况
"

)('8_)('?

年
;

年间共计检测样本
'A;(B;

例#同一患者多次检

查计为
'

例$%其中%检出
+<-92:1

阳性
;7;')

例

#同一个样本检出多种亚型阳性也计为
'

例$%阳性检

出率
)8@;BC

-

)('8

年检测样本
;*)?*

例%检出阳性

'(7(*

例%阳性检出率
)?@('C

-

)('7

年检测样本

A8;8(

例%检出阳性
')(''

例%检出率
)7@A*C

-

)('?

年检测样本
8BA8A

例%检出阳性
';7*)

例%检出率

);@A)C

'

;

年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有逐年降低趋势'

D@D

"

各年龄段
+<-92:1

分型检测情况
"

'B

"

A8

岁年龄段检测样本
'(B8A?

例%检出
+<-92:1

阳性

)7B8'

例%阳性检出率
)A@?AC

-

A8

岁以上年龄段检

测样本
;A8;7

例%检出阳性
*A7'

例%阳性检出率

)?@;*C

'后一年龄段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前一年龄

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

D@E

"

各片区
+<-92:1

分型检测情况
"

;

年间共计

检测渝西及主城的样本
'''(*'

例%检出
+<-92:1

阳性
)?'A?

例%阳性检出率
)A@AAC

-渝东北的样本

'???*

例%检出阳性
8788

例%阳性检出率
;'@B'C

-

渝东南样本
'A)';

例%检出阳性
;8'(

例%阳性检出

率
)A@?(C

'渝东北片区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另外两

个片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

D@F

"

+<-92:1

各基因亚型阳性检出情况

D@F@C

"

;

年间各基因亚型阳性检出情况
"

;

年间

+<-92:1

检出阳性中占比超过
'(C

的有
+<-

基

因型有
8)

&

'7

&

8B

&

B'

亚型%以
8)

亚型最 高%达

);@'7C

'见图
'

'

图
'

""

)('8_)('?

年
;

年间各基因亚型阳性检出情况

D@F@D

"

)

个年龄段各基因亚型阳性检出情况
"

在

+<-92:1

检出阳性中占比达
'(C

的!#

'

$

'B

"

A8

岁

年龄 段%包 括
8)

&

'7

&

8B

&

B'

亚 型%占 比 分 别 为

))@B(C

%

'7@)*C

%

''@()C

%

*@?8C

-#

)

$

A8

岁以上年

龄段%包 括
8)

&

'7

&

8B

&

8;

&

B'

亚 型%占比 分别为

)A@'7C

%

'B@8'C

%

'A@7BC

%

''@7*C

%

''@A*C

'

)

个

年龄段各检出的亚型占比居前
;

位的亚型基本一致%

均以
8)

亚型最高'

D@F@E

"

三大片区各基因亚型阳性检出情况
"

在

+<-92:1

检出阳性中占比达
'(C

的!#

'

$渝西及主

城%包括
8)

&

'7

&

8B

&

B'

&

7

亚型%占比分别为
);@')C

&

'7@'(C

&

''@)BC

&

'(@8BC

&

*@ABC

-#

)

$渝东北%包括

8)

&

'7

&

8B

&

8;

亚型%占比分别为
))@7*C

&

'*@??C

&

'A@?8C

&

*@')C

-#

;

$渝东南%包括
8)

&

'7

&

8B

&

8;

亚

型%占比分别为
)A@'*C

&

'B@')C

&

')@*;C

&

*@?AC

'

各片区检出的亚型占比居前
;

位的亚型基本一致%均

以
8)

亚型最高'

D@G

"

M&+<-92:1

检出情况
"

M&+<-

包括
'7

&

'B

&

;'

&

;;

&

;8

&

;*

&

A8

&

8'

&

8)

&

8;

&

87

&

8B

&

8*

&

77

&

7B

&

?;

&

B)

等
'?

个亚型#

7

&

''

&

A)

&

A;

&

B'

&

B;

亚型属低危型
I&+9

<-

$'

;

年间共计检测样本
'A;(B;

例%检出
+<-9

2:1

阳性
;7;')

例%其中
M&+<-;(BB(

例#同一个

样本检出多种
M&+<-

亚型阳性计为
'

例$%检出率为

)'@8BC

%在检出阳性中占比
B8@(AC

'

D@G@C

"

各年份
M&+<-

检出情况
"

)('8

年检测样本

;*)?*

例%检出
+<-92:1

阳性
'(7(*

例%其中

M&+<-B*(7

例%

M&+<-

检出率
))@7?C

%在检出阳

性中占比
B;@*8C

-

)('7

年检测样本
A8;8(

例%检出

阳性
')(''

例%其中
M&+<-'('?A

例%

M&+<-

检出

率
))@A;C

%在检出阳性中占比
BA@?'C

-

)('?

年检测

样本
8BA8A

例%检出阳性
';7*)

例%其中
M&+<-

''B((

例%

M&+<-

检出率
)(@'*C

%在检出阳性中占

比
B7@'BC

'

;

年间
M&+<-

检出率呈现下降趋势%但

在检出阳性中占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且

呈现上升趋势'

D@G@D

"

)

个年龄段
M&+<-

检出情况
"

'B

"

A8

岁年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A(

卷第
'

期
"

Y#LX."U3%/

!

X"#R"&

J

)('*

!

-HI@A(

!

:H@'



龄段检测样本
'(B8A?

例%检出
+<-92:1

阳性

)7B8'

例%其中
M&+<-))?);

例%

M&+<-

检出率

)(@*;C

%在检出阳性中占比
BA@7;C

-

A8

岁以上年龄

段检测样本
;A8;7

例%检出阳性
*A7'

例%其中
M&+9

<-B'8?

例%

M&+<-

检出率
);@7)C

%在检出阳性中

占比
B7@))C

'

M&+<-

检出率和在检出阳性中占比%

A8

岁以上年龄段明显高于
'B

"

A8

岁年龄段%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8

$'

D@G@E

"

三大片区
M&+<-

检出情况
"

;

年间渝西及

主城检测样本
'''(*'

例%检出
+<-92:1

阳性

)?'A?

例%其中
M&+<-))*8*

例%

M&+<-

检出率

)(@7?C

%在检出阳性中占比
BA@8?C

-渝东北检测样

本
'???*

例%检出阳性
8788

例%其中
M&+<-AB*A

例%

M&+<-

检出率
)?@8;C

%在检出阳性中占比

B7@8AC

-渝东南检测样本
'A)';

例%检出阳性
;8'(

例%其中
M&+<-;()?

例%

M&+<-

检出率
)'@;(C

%在

检出阳性中占比
B7@)AC

'

M&+<-

检出率渝东北片

区明显高于另外两个片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在检出阳性中的占比%渝西及主城片区低于另

外两个片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

D@H

"

同时感染
+<-

多种基因亚型的检出情况
"

;

年间各年份&各片区&各年龄段检出的阳性均以同时

感染
+<-'

种和
)

种基因亚型为多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8

$%检出阳性中占比分别达到
7*@(C

和
'*@'C

'见图
)

'

图
)

""

同时感染
+<-

多种基因亚型的检出情况

D@I

"

+<-92:1

同时用两种检测方法检查情况
"

选

择
7A

例
+<-92:1

分型检测属
M&+<-

阳性者%再

次按规范采样%同时用
<5=9

斑点杂交法及
+5

&

方法

进行
+<-92:1

检测%

<5=9

斑点杂交法检出阳性
A?

例%阴性
'?

例%阳性检出率
?;@AAC

-

+5

&

法检出阳

性
;8

例%阴性
)*

例%阳性检出率为
7?@;'C

#

;8

"

8)

%

因
7A

例中有
')

例不属于
+5

&

法检测范围%计算时

未计入总例数%计入在阴性数$%

)

种方法检测均为阳

性的
;A

例%均为阴性的
'7

例%

)

种方法结果一致的例

数为
8(

例%符合率
*7@)C

#

8(

"

8)

%因
7A

例中有
')

例

不属
+5

&

法检测范围%计算时未计入总例数$'

D@J

"

+<-92:1

分型检测阳性者同时作
050

细胞

病理学检查情况
"

)('8_)('?

年共有
?'7B

例
+<-9

2:1

分型检测阳性者同时作
050

宫颈细胞病理学

检查%其中属
M&+<-

的有
8B;8

例%

050

检查报告结

果
5Y:

+

AB'

例%检出占比
B@)AC

%

5Y:

&

;)'

例%

检出占比
8@8(C

%

1!5\!7A*

例%检出占比
''@')C

-

属
I&+<-

的有
';;;

例%

050

检查报告结果
5Y:

+

*7

例%检出占比
?@)(C

%

5Y:

&

?

例%检出占比

(@8;C

%

1!5\!'(?

例%检出占比
B@(;C

'

M&+<-

的
5Y:

&

检出占比明显高于
I&+<-

#

!

$

(@(8

$'本组

病例检查结果显示%

+<-

感染导致宫颈及阴道上皮

细胞异形改变的比例并不高%有
5Y:

改变的检出占比

均低于
'(@(C

%也未发现宫颈及阴道上皮细胞癌变'

D@V

"

M&+<-

和
I&+<-

检出率高的亚型在基因分析

仪上作基因测序&鉴定情况
"

经
<5=

后凝胶电泳成

像系统检测结果见图
;

%各亚型均在
';(

"

'?(U

N

处

显现成像带-正向和反向测序
,I"FL

结果%仅选
M&+9

<-

的
8)

型测序的
,I"FL

结果作为代表%结果显示%检

测的一种亚型测序
,I"FL

结果%一致性在
*8C

以上%各

亚型测序的
,I"FL

结果%一致性也均在
*8C

以上'将

各型测序结果分别与
:5,Y

相对应基因型的全长质

粒比对%一致性均在
**C

以上%说明检出的各基因亚

型符合该
+<-

基因型的特征'

""

注!

3

为标志物%

7

为
7

亚型%

'7

为
'7

亚型%

8)

为
8)

亚型%

8;

为

8;

亚型%

8B

为
8B

亚型%

B'

为
B'

亚型

图
;

""

<5=

后凝胶电泳成像检测结果

E

"

讨
""

论

""

+<-

是一种双链嗜上皮性
2:1

病毒%属乳多空

病毒科%具有高度种属及组织特性'人类皮肤角质形

成细胞"黏膜鳞状上皮细胞是其天然宿主%男&女性皆

可感染'

+<-

以通过性活动传播为主(

;

)

%在全球性

传播疾病中
+<-

的感染占
'8C

"

)(C

%

?8C

的性活

跃成人%一生中皆感染过此病毒(

A9B

)

'

+<-

感染能引

起人体皮肤黏膜的鳞状上皮增殖%表现为寻常疣&生

殖器疣等症状%并可进展为癌前病变及浸润性癌'各

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

致病谱及感染率&病毒结

构及变异&致癌机制&基因亚型&流行病学及地域分布

差异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报道了不

少资料(

;9'*

)

'国际癌症研究协会报道全球
)8

个国家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A(

卷第
'

期
"

Y#LX."U3%/

!

X"#R"&

J

)('*

!

-HI@A(

!

:H@'



的
;7(?

例宫颈癌患者中
+<-'7

亚型的感染率为

8?@AC

%

'B

亚型感染率居第
)

位%非洲&欧洲&东南亚

及北美洲报道
A8

亚型感染率居第
;

位(

A9B

)

'我国报

道不同的地区和人群感染
+<-

型别及分布相差较

大%其感染率在
)(@?C

"

8B@AC

间(

;

%

*9';

)

'也有报道

+<-'7

亚型是最为常见的感染型别%占所有
+<-

感染型别的
;;@8AC

(

''

)

'本研究项目采用大数据对

重庆市地区感染
+<-

情况的分析%显示
)('8_)('?

年%共计检测女性样本
'A;(B;

例%检出
+<-92:1

阳性
;7;')

例%阳性率
)8@;BC

%在国内文献报道的

+<-

感染率范围内'检出
M&+<-;(BB(

例%检出率

为
)'@8BC

%在检出的阳性中占比
B8@(AC

%这比张海

伟等(

'A

)报道的重庆地区
M&+<-

感染率为
)?@A*C

要

低'但在
)('8_)('?

年检出的
+<-92:1

阳性中

M&+<-

占比呈现上升趋势%感染基因型以
+<-8)

亚型为主%在阳性中占比
);@'7C

%依次还有
+<-'7

型%占比
'7@B7C

%

+<-8B

型%占比
''@*BC

%

+<-B'

型%占比
'(@)(C

%

+<-8;

型%占比
*@;*C

%三大行政

片区和两个年龄段的检出情况也基本一致%这与有关

文献报道类似(

''9'A

)

%国内香港&广州&湖南地区报道均

以
+<-8)

及
8B)

个亚型居多%日本也类似%因而有

文献报道称
+<-8)

%

8B

型为亚洲型(

''9'A

)

'同时%重

庆地区以
+<-

单一亚型感染为主%占比
7*@(C

%二

重亚型感染占比
'*@'C

%多重亚型感染检出率不高%

这也与国内有关文献报道类似(

''9'A

)

'

+<-92:1

根据基因序列不同目前已经分出
'((

余种亚型%有
A(

多种与生殖道感染&

)(

多种与肿瘤病

变有关(

;

)

%根据其致病力情况分为
M&+<-

和
I&+<-

两大类'近些年用于
+<-92:1

分型检测的方法有

多种%本研究对
+<-92:1

的分型检测%选用
<5=9

斑

点杂交法为主要检查方法%这是目前采用较多的分型

检测法%可分析检出
);

种亚型%其中
M&+<-'?

种%

I&+<-7

种%检测灵敏度较高%也被用来作
+<-9

2:1

感染的筛查方法'本项目选取的比对检测方法

为
+5

&

法%可对
M&+<-

中的
';

种亚型#

'7

&

'B

&

;'

&

;;

&

;8

&

;*

&

A8

&

8'

&

8)

&

87

&

8B

&

8*

&

7B

亚型$感染进行

+<-92:1

半定量测定%结果准确性较高-但其检测

亚型范围稍较局限%并不能作分型检测%多用作
M&+9

<-

中的
';

种亚型感染患者的疗效观察检测%因

+<-

感染在治疗期间还可能有型别的改变%疗效观

察作分型检测意义不及
+5

&

对
+<-92:1

半定量

检测意义'本研究通过对
)

种方法进行对比检测发

现%结果符合率达
*7@)C

%在
+<-

感染的诊治过程

中%

)

种方法配合选用对临床是很有价值的'本研究

针对检出率高的
M&+<-

和
I&+<-

的各亚型%在基因

分析仪上作了基因测序&鉴定%其各亚型的
,I"FL

结

果%一致性均在
*8C

以上%与
:5,Y

中相对应基因的

全长质粒比对%一致性均在
**C

以上%说明本研究检

出的各基因亚型符合
+<-

该基因型特征'

本研究结果显示%

+<-

感染存在各年龄段&不同

地域 分 布 差 异'

A8

岁 以 上 年 龄 段 阳 性 检 出 率

)?@;*C

%高于
'B

"

A8

岁年龄段阳性检出率
)A@?C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并且
M&+<-

的检出

率和在检出阳性中占比也是如此%这可能与该年龄段

的女性患者性活动次数累积增多%感染概率增大有

关%不过近年报道有年轻化增多的趋势'因此%女性

的个体日常卫生&特别是经期卫生和同房前后的良好

卫生习惯应强化宣教%另一方面%各年龄段的已婚女

性都应重视健康体检%这些都是降低
+<-

感染概率

的重要措施'女性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在我国已较

广泛地开展%

+<-92:1

分型检测%是其中重要的检

查项目%也是目前防治女性
+<-

感染很重要的措施'

本研究还将重庆市分为渝西及主城&渝东北&渝东南

三大片区进行
+<-

感染情况比对分析%渝东北片区

阳性检出率为
;'@B'C

%明显高于其他两个片区的

)A@?(C

和
)A@AA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

这说明
+<-

感染率的地域差异不仅存在于洲际间&

国际间&省级间的大区域间(

;9*

)

%同一省&市的不同片

区间也都有差异%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女性个人卫生

习惯不同有一定关系'重庆本市三大片区都以
M&+9

<-

感染为主%在检出阳性中的占比均超过
BAC

%说明

本地区的任何一个片区%

+<-

感染的严峻性都不容

忽视'

宫颈癌是目前病因较明确的肿瘤之一%有报道显

示
**@?C

的宫颈癌组织活检标本中可检测到
+<-9

2:1

%

M&+<-

较长期反复感染是主要病因(

?

%

'8

)

%其病

理机制%首先是导致宫颈上皮细胞内瘤变#

5Y:

$&生殖

道细胞
5Y:

变%继而发展成宫颈癌'有报道显示%近

年来
5Y:

及宫颈癌的发病率有明显增多趋势(

8

)

'本

研究对
)('8_)('?

年
?'B7

例
+<-92:1

检测阳性

的病例同时作了
050

%其中属
M&+<-

的有
8B;8

例%

占比
B'@)C

%

050

检查结果
5Y:

+

AB'

例%检出占比

B@)AC

%

5Y:

&

;)'

例%检出占比
8@8(C

%

1!5\!7A*

例%检出占比
''@')C

'

+<-

感染导致宫颈细胞异形

改变的比例并不高%有
5Y:

改变的检出占比均低于

'(C

'国内有关宫颈细胞病理学检查%

5Y:

的检出占

比的报道数据差异较大(

'B9'*

)

%究其原因%检查病例量

的差异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样本采集的影响也是

一重要因素%从
'

个患者的宫颈所刷取的细胞量对检

查结果影响很大%特别是一次采集要同时分作两项以

上的检查%对结果的影响就更大'所以本研究在分析

报道的宫颈癌筛查结果有关统计数据时要注意考虑

这些影响因素'不过%无论一篇报道的统计数据如

何%改变不了
M&+<-

较长时间反复感染导致宫颈上

皮细胞&生殖道细胞
5Y:

变%继而发展成宫颈癌的这

一共识%同时%

+<-92:1

分型检测对于细胞病理医

生作宫颈细胞
5Y:

分级检查和临床医生有效区分易

患宫颈癌的高危妇女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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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女性的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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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癌防治中要高度重视
+<-

感染的诊治'

F

"

结
""

论

""

M&+<-

较长期反复感染已明确为宫颈癌的主要

病因%

+<-

的感染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

为了女性的健康已将婚育妇女的宫颈癌防治工作提

到重要日程%在全国广范开展预防普查工作%

+<-9

2:1

分型检查和
050

检查已作为宫颈癌的筛查项

目%本研究正是配合该工作的重要课题%其结果为重

庆市建立
+<-

感染人群的诊断及防治体系提供有力

的科学依据%为该病原疫苗的研发和应用提供本地高

信息量的流行病学资料%进而为降低女性宫颈癌的发

生率做出贡献'

"志谢(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院区妇科陈健英副

主任医师临床采集科研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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