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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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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测结果分析

蒙志平"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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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人乳头瘤病毒"

)SU

#基因分型诊断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为宫颈癌的防治提供依

据$方法
!

运用膜杂交多重检测技术对宫颈可疑标本进行
)SU

基因分型诊断!并与组织病理学诊断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
!

%&"

例宫颈可疑标本经
)SU

基因分型诊断筛查出
!""

例阳性!

)SU

感染率为
(,.,&/

!经组织病理学

确诊
#"$

例为不同程度宫颈病变!病变率达
#&.!&/

$

#"$

例不同程度病变宫颈中感染
)SU#"$

例!其中
,-

例低

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GKNG

#感染
)SU

!

%!

例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KNG

#感染
)SU

!

-

例宫颈癌感染
)SU

$结论
!

)SU

感染与宫颈病变密切相关!

)SU

基因分型诊断在宫颈癌筛查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乳头状瘤病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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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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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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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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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与女

性生殖器相关疾病研究的深入以及
)SU

检测技术的不断提

高#女性生殖道
)SU

感染的检出率亦随之增加)

)SU

感染

可引起慢性宫颈炎*宫颈上皮细胞瘤样病变$

ON*

%*尖锐湿疣*

宫颈癌等疾病#而宫颈肿瘤必须通过病理活检才能确诊)因此

检测
)SU

对筛查宫颈癌起到补充作用#可减少宫颈活检次

数#对诊断*治疗宫颈疾病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SU

与宫

颈癌密切相关#研究发现
00/

以上的宫颈癌兼有
)SU

感染#

)SU

是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子+

#

,

)本文应用凯普导流杂交基

因技术进行
)SUX*'

分型检测#以研究宫颈病变患者中宫

颈感染
)SU

的基因型及伴发相关宫颈疾病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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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0

月本院妇科体检及

宫颈门诊就诊的患者#从中筛选出
%&"

例可疑宫颈标本#具体

筛查条件依次为!$

#

%细胞学检查检测到无明确诊断意义的不

典型鳞状上皮细胞$

'KObK

%或阴道镜检查检测到低度鳞状上

皮内病变$

GKNG

%的患者)$

!

%部分临床白带异常*宫颈接触性

出血患者)$

(

%宫颈息肉要求摘除的患者)检测对象年龄最小

!"

岁#最大
$&

岁#产次
"

!

$

次#孕次
"

!

&

次)

$./

!

样本采集
!

用专用宫颈刷收集宫颈分泌物中的脱落细

胞#将毛刷头置于保存液中用于
)SU

基因分型检测(用双头

不同曲度的木刮板#依据宫颈糜烂程度取一头斜面置于宫颈鳞

柱交界处#以一定压力顺*逆时针各刮
#

周#涂于载玻片#待标

本完全干燥后浸泡于
0%/

的乙醇中固定
#%C9<

或将摘除的宫

颈组织制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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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

)SU

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由潮州凯普生

物化学有限公司提供#能同时检测
!#

种亚型#包括
#(

种高危

亚型!

)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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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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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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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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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危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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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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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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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国人群常见亚型

)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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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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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型)仪器为凯普医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

仪#杭州博日$

+NeWT

%科技有限公司基因扩增仪)

$.1

!

方法
!

)SU

基因分型检测!常规提取宫颈分泌物
X*'

#

进行
X*'

扩增*杂交*洗膜*显色*读取结果$具体操作按照说

明书进行%(组织病理学诊断!常规制片*巴氏染色*镜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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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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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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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宫颈可疑标本经
)SU

基因分型诊断筛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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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

)SU

感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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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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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病理学确诊不同程度宫颈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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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病变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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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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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GKNG

*

%!

例
)KNG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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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宫

颈癌变)

/./

!

!""

例感染
)SU

的宫颈组织有
&(

例发生不同程度病

变#其余
##-

例未发生明显病理改变(

#"$

例不同程度宫颈病

变组织有
!(

例
)SU

分型检测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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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不同程度宫颈病变组织中共检出
&

种
)SU

亚型#

包括
)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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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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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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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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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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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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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U#$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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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检出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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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
)SU((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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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出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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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病变程度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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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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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卡方趋势检验显

示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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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宫颈病变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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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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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发现的
)SU

已有
##"

余种亚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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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

与宫颈癌密切相关#根据其致癌性将它们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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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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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类)迄今已发现的
#""

多种
)SU

亚型中有近
,"

种能感

染女性生殖道)已明确外阴尖锐湿疣是
)SU

感染所致的外

阴鳞状上皮疣状增生病变#主要与
)SU$

*

##

*

,!

*

,(

*

,,

等低

危亚型有关#少数为高危型或混合型感染+

!

,

)外阴鲍温样丘疹

病则是
)SU

感染所致的外阴丘疹样皮损#主要与高危型

)SU

感染密切相关#包括
)SU#$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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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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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SU#$

感染)表
#

结果显示
GKNG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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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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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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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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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

个年龄段宫颈病变率非常接

近#分别为
(#.0#/

*

(#.0#/

*

!0.-0/

(

)KNG

在
$

("

!

,"

岁年

龄段为发病高峰期#高达
%%.--/

(宫颈癌在
$

,"

!

%"

岁年龄

段中发病率最高#为
%-.#,/

(

%"

岁以上宫颈病变发生率明显

下降#这与国内刘植华等+

(

,报道的结果较一致)因此防癌普查

的年龄段应提前到
("

!

%"

岁)由表
!

可以看出#

#"$

例发生

不同程度宫颈病变妇女在
("

岁以下年龄段
)SU

感染率较

高#为
!0.!,/

#随着年龄增长#

)SU

感染率明显下降#而感染

)SU

宫颈病变率在
("

!

,"

岁最高#为
(%.&%/

)不同年龄段

)SU

的感染情况同与国外学者的观点一致+

,

,

)

)SU

感染阳

性率在中青年性生活时期达到一个高峰之后#随年龄的增长而

明显下降)从宫颈
ON*

发展至宫颈癌需
#"

!

#!

年#而
)SU

感染可能导致此癌变的时间缩短+

%

,

)本次研究发现#

)KNG

以

上的宫颈病变检出的
)SU

均为高危型#以
)SU#$

型感染率最

高)说明
)SU

亚型与宫颈病变的程度有密切相关性#高危型

)SU

与宫颈癌*外阴癌*肛门癌等恶性肿瘤相关#其中
)SU#$

和
)SU#&

是宫颈癌中最常见型别#其次是
)SU%&

*

)SU%!

和

)SU%$

+

$

,

)分子杂交技术证明在低危型
)SU

引起的尖锐湿疣

中#病毒多以游离形式存在#而在高危型
)SU#$

引起的宫颈癌

中#绝大部分病毒
X*'

已整合入宿主细胞
X*'

中)

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的

过程#这个过程可存在多年#这是早期发现宫颈癌前病变的绝

好时机)

)SU

高感染率及年轻化趋势应引起临床广泛关注)

)SU

基因分型诊断使临床*流行病学的研究更深入化#定期*

及时进行
)SU

基因分型诊断是预防宫颈癌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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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干化学法对尿液中红细胞"

T+O

#的筛查作用$方法
!

通过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检查检测

##!$

份尿液!对两种方法测得尿液细胞成分的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

份尿液经
T+O

干化学法检测阳性
%&0

份!经显微镜复查阳性
!!,

份!阴性
($%

份&

T+O

干化学法阴性
%(-

份!经显微镜复查均为阴性$两种方法阳性符合

率为
(&."/

!阴性符合率为
#""."/

$结论
!

尿液干化学法结果均为阴性!且排除肾脏病(溶血和泌尿系统疾病时!

T+O

过筛结果准确!但
T+O

干化学法阳性结果必须用显微镜复检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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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分析&

!

红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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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剂和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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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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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基层医院已普及干化学法自动化尿液分析仪检测尿

液#由于干化学法与显微镜检测原理截然不同#报告方式也不

一样#二者很难找到对应关系)虽然显微镜检查是检测
T+O

的标准方法#但操作繁琐(如果以干化学法筛查#显微镜法复

检#则既可提高尿液的检测效率#又更准确)现通过对
##!$

份尿液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检查法结果进行比较#探讨如何用干

化学法对尿中
T+O

进行筛查)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e=

>

C

B

F6

双目显微镜#长春迪瑞
)'1

#""

尿液十项分析仪#长春迪瑞公司生产
bTNK2N_1'#"

尿干

化学试纸条#具有抗维生素
O

$

U9@O

%干扰能力)

$./

!

标本来源
!

收集本院门诊患者随机尿标本)尿杯均为一

次性使用)

$.'

!

检测方法
!

干化学法按操作说明书进行#将试纸条充分

浸入尿液
#6

#取出于滤纸上拭去多余尿液#置分析仪上测定#

尿液分析仪在每日实验前均用标准试纸条进行校标)尿液分

析仪测定结果以
R

*

\

*

]

*

]]

*

]]]

表示)仪器检测完毕

立即进行显微镜检查)取混匀尿液
#"CG

于试管中#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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