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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在女性恶性肿

瘤中居第
!

位#我国宫颈癌发病和病死数约占世界三分之一)

当前#子宫颈癌死亡率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卫生公平性

的指标之一)宫颈癌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通常为宫

颈上皮内瘤样变$

ON*

%

&&

ON*

)&

ON*

'&

宫颈原位癌

$

7;879<3C;9<6985

#

ONK

%

&

宫颈早期浸润癌
&

宫颈浸润癌#由

ON*

发展成为
ONK

的时间为
(

!

&

年)研究发现#由于宫颈癌

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较长的*可逆转的癌前病变期#及时

发现早期宫颈癌#并进行恰当的处理#其治愈率几乎达
#""/

)

因此对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筛查意义重大)宫颈癌常用筛查

技术主要有以下
%

种!巴氏涂片$

S'S

%法*宫颈液基薄层细胞

学试验$

2O2

%*人乳头瘤病毒$

)SU

%

X*'

检测*阴道镜检查*

醋白试验$

UN'

%联合碘试验$

UNGN

%)现就宫颈癌常用筛查技

术综述如下)

$

!

S'S

法

S'S

法由希腊医生
S;

B

;<973=;3F

发明#于
!"

世纪
,"

年代

开始用于宫颈癌筛查#是国内曾广泛应用的宫颈癌筛查方法#

在近半个世纪的宫颈癌筛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方法由妇

产科医生用一个软木刮板#在宫颈处轻轻刮取采集脱落细胞#

涂抹在载玻片上#经过染色处理后#由病理医生在显微镜下观

察作出诊断)按照巴氏分类法分为
%

级#

&

级!正常(

)

级!炎

症(

'

级!可疑癌(

,

级!高度可疑癌(

7

级!癌)其中
'

]

,

可

与病理诊断的
ON*

配对+

#

,

)

以往的
S'S

细胞学检查在宫颈癌筛查中早期发现癌前病

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S'S

法受取材方法*制作过程*染色技

巧*读片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误诊率较高)

S'S

产生假阴性的

原因主要包括!$

#

%涂片中没有能诊断的细胞或涂片质量差#过

多黏液*血液或炎细胞以及上皮细胞过度重叠使不正常细胞被

遮盖)$

!

%读片工作量大#眼睛容易疲劳#造成镜检漏筛*认识

和判断的错误)$

(

%对大多数地区而言#有效应用
S'S

的主要

障碍是相关技术人员和经验缺乏)$

,

%

S'S

质量不易控制#易

造成涂片过厚或过薄#对取材医生经验要求更高)传统
S'S

检查作为一种宫颈癌筛查的方法#虽然能早期诊断宫颈癌#但

筛查的假阴性率高达
#"/

!

!"/

+

!

,

)

但
S'S

法仍有如下优点!操作简单*成本低*易学*在任何

实验室都能做#在诊断上其涂片的背景也有助于诊断#如血性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M54O=9<

!

H;<F;8

>

!"##

!

U3=.&

!

*3.!



背景*脏的背景伴有高度病变#提示为浸润癌病变(由于腺细胞

的排列结构特点保存完整#有利于腺细胞肿瘤病变的早期发

现+

(

,

)

/

!

2O2

检查

2O2

检查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宫颈病变分级细胞学检查

技术#与传统的巴氏染色检查相比#标本的满意度及宫颈异常

细胞检出率可达
0%/

以上)

2O2

检测是目前国际领先的一种

宫颈防癌细胞学检查技术#采用高精密度过滤膜核心技术和微

电脑自动化控制系统#该方法制成的细胞膜片具有传统涂片无

法比拟的优点)

2O2

凭借独特的优势服务于世界各国女性)

在美国每年的宫颈防癌细胞学检测中#已有
-#/

选用了
2O2

(

在英格兰#

2O2

已用于所有普查点妇女子宫颈癌的筛查工作)

妇科医师用专用的宫颈取样刷进行取样#放入专用的细胞标本

保存瓶中进行漂洗#经
2A9<1S85

B

!"""

系统进行电脑程序化处

理#制片过程由计算机程序控制#主要步骤有!细胞混匀*细胞

负压采集*细胞转移#最后高精密度滤器过滤后的标本被转移

到静电处理过的载玻片上#制成直径约
!7C

的薄层细胞涂片#

0%/

乙醇固定#巴氏染色#

2+K

分级系统进行诊断)

2O2

诊断

分为无上皮内瘤变$

*NGM

%*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

'KO

%#包括

不能明确意义的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

'KO1bK

%和不能除外

高度病变的非典型鳞状上皮$

'KO1)

%*低度鳞状上皮病变

$

GKNG

%*高度鳞状上皮病变$

)KNG

%以及鳞癌$

KOO

%

+

,

,

)其中

*NGM ]'KO1bK

*

'KO1)]GKNG])KNG

分别与病理诊断的

宫颈炎与
ON*

配对)

2O2

收集细胞全#固定细胞不易固缩#提高了癌细胞的检

出率(另外#通过
2O2

涂片细胞均匀*平整#去除了分泌物中的

血液*黏液及炎性遮盖物#更易识别癌细胞+

%

,

)由于
2O2

检测

技术提高了涂片的满意度#阳性细胞的检出率也得到提高)

2O2

诊断符合率明显高于传统
S'S

#使宫颈早期病变检出率

大幅度提高#有助于宫颈癌的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降低了

宫颈癌的病死率)因其具有无创性*方便的特点#适用于妇科

常规检查)

'KO1bK

的符合率各文献报道相差较大#为
#,."0/

!

$&.-"/

+

$1-

,

#这可能与病变的位置深浅*标本的采集手法及病

理医师诊断的个体差异有关)常能引起
'KO1bK

改变的条件

很多#诸如炎症*微生物感染因素等)在
'KO1bK

的病变中#炎

症性改变可能占较大的比例)临床医师对
'KO1bK

病例一定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

,

)

'

!

)SUX*'

检测

)SU

感染是宫颈癌发病的必要因素)宫颈的不典型增生

病变主要是由
)SU

感染造成细胞形态学与结构的异常#高危

型
)SU

感染与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当机体
)SU

感染

时#病毒基因可整合到宫颈细胞#机体免疫系统可识别感染细

胞并加以清除#若感染细胞继续存活并增生#会发展为癌前病

变或宫颈癌)阴道镜检查能看到表面的病变情况#但是往往都

是较晚期的病变)所以采用
)SUX*'

检测可以及时发现早

期癌变并及时治疗)

)SU

是一组病毒的总称#其病毒形态类

似#目前已经确定的
)SU

型别大约有
&"

余种#依其感染的上

皮所在部位分为皮肤型
)SU

和生殖道上皮
)SU

#大约
(%

种

型别可感染妇女生殖道)依据不同型别
)SU

与肿瘤发生的

危险性分为低危型别和高危型
)SU

#低危型
)SU

包括

)SU$

*

##

*

,!

*

,(

*

,,

等#常引起外生殖器湿疣等良性病变$包

括
ON*

&

%#高危型
)SU

包括
)SU#$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等型别)宫颈癌及宫颈上皮内
)SU

感染

与宫颈癌的关系最初在
#0

世纪
-"

年代提出#此后许多流行病

学和分子学研究均毫无疑问地证实了
)SU

与宫颈癌的病因

学联系+

0

,

)目前
)SUX*'

的检测方法使用较多的是基因扩

增法#或基因扩增后与酶*化学发光物质联合使用#为疾病的早

期发现和治疗*手术后的随访#以及疾病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有

力的证据#但不同方法各有其特点)杂交捕获法
)

$

A

>

:894

7;

B

@F85

)

%杂交捕获$

)O

%试验是美国
X9

D

5<5

开发并获食品和

药品管理局惟一批准的*可在临床上使用的一种检测
)SU

X*'

的技术#其原理是对抗体捕获信号的放大和化学发光信

号的检测)能同时检测
#(

种高危型
)SU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和
$&

%#

)SU

'

#

BD

"

CG

为阳性#该方

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可)其优点!工作效率高#操作简

便#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阴性预测值较高+

#"1##

,

)局限

性!$

#

%只能检测病毒负荷量#不能检出
)SU

病毒的具体亚

型($

!

%对
)SU

的高流行及宫颈癌的低发病率该试验的特异

性不高+

#!

,

)

最常见的高危型
)SU#$

"

#&

与
ON*

的关系研究将
)SU

检测同细胞学联合检测结果显示#两种方法联合检测几乎有

#""/

的敏感性和阴性预测价值)通过第
!

代基因
)O

技术对

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的
#!

项研究分析结果显示#

在宫颈癌筛查中应用
)SU

$

)O

或
SOT

%检测技术来检测
ON*

&

*

ON*

'

比传统
S'S

法绝对敏感度高
!%/

!

("/

#但特异

性低
&/

!

#"/

)多数
)SU

感染是一过性的#一般在
&

!

#"

个月可自行清除#

)SU

感染通常比形态学早+

#(

,

)

1

!

阴道镜检查

阴道镜检查是介于肉眼和低倍显微镜之间的一种检查方

法#借助于有
%

!

,"

倍放大作用的光学仪器全面观察鳞柱上皮

交界处和移行带#可观察到肉眼见不到的微小病变#能准确地

确定病变部位#并可取组织进行病理检查#提高了诊断的准确

性#尤其对诊断临床上无症状的早期宫颈癌更有意义)

1.$

!

优点
!

$

#

%检查费用适中#人员培训相对简单#无创伤#无

痛苦#患者依从性高)$

!

%直接观察宫颈病变部位及其存在的

相应组织改变#在镜下较准确地提供活检部位#能早期发现

ON*

及宫颈浸润癌#镜下定点活检不但能将病变部位完全去

除#还可以给予适当治疗$如激光*微波*电灼或阴道上药等%#

起到诊断与治疗的双重作用)$

(

%是诊断宫颈湿疣较为方便的

方法#且其检出率较高)$

,

%针对
ON*

'

及宫颈癌的患者#可采

用大块活检#使多点活检代替锥切诊断#减少创伤)

1./

!

局限性
!

$

#

%检查诊断主要依据异常上皮及异型血管来

进行判断#对白色上皮*点状血管等较难掌握其病变程度)$

!

%

阴道镜是一种视觉技术#有赖于检查者严格的训练和丰富的经

验#一般的炎性反应和
)SU

感染也可产生阴道镜异常图像#

故阴道镜诊断的敏感性高而特异性低)$

(

%阴道镜只能观察宫

颈表面的变化#不能发现宫颈管内病变*细小病灶及宫颈深部

癌#不易鉴别宫颈有无间质浸润及病理类型)$

,

%由于宫颈转

化区暴露不满意#严重炎性反应或出血影响病变观察#再加上

技术熟练程度及工作经验等因素的影响#易导致漏诊现象($

%

%

郭艳利等+

#,

,研究显示#行阴道镜检查#约
#

"

!

的患者存在过度

诊断的可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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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联合
UNGN

UN'

可使
)SU

病变部位上皮肿胀#引起可逆性的细胞核

蛋白和角蛋白凝固或沉淀)

)SU

感染区域和
ON*

病变区域

内含有较多的核蛋白#从而可使局部病变部位变白)

UNGN

具

有糖原亲和性#使正常部位呈棕色或黑色)而
)SU

感染或

ON*

及浸润癌细胞中无糖原#故涂碘后呈现芥末黄或橘黄色#

在放大若干倍的阴道镜下#对活检提供准确的定位#排除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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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盲目性#在宫颈癌早期诊断和治疗中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

#%

,

)

醋酸肉眼检查用于宫颈癌筛查的价值与巴氏细胞学检查

相当#且对高度病变的检出率高于
S'S

#特别适合农村大面积

人群的筛查)检测方法用
%/

醋酸棉球覆宫颈表面#

#C9<

后

在白色光源的灯光下肉眼观察宫颈变化#低度病变为淡而浅的

白色病变#边界模糊#高度病变为厚的边界清楚的白色病变)

S'S

检查一直是用于筛查宫颈癌的有效方法#但这种方法的

开展必须有一定实验室条件作保证#普查工作量大#细胞阅片

眼睛易疲劳#经验不足及人为错误#假阴性*假阳性是不可避免

的)而醋酸肉眼检查方法相对简单#较少依赖设施#检查结果

立即可得#减少就诊次数#特别是大面积筛查减少后续随诊次

数#提高了依从性)醋酸肉眼检查为最基本的筛查方案#适用

于贫穷落后*卫生资源缺乏的地区)该法优点是操作人员易培

训*费用低廉*快速可行#适用于大规模人群的筛查)同时醋酸

检查时醋酸棉球浸覆宫颈#对宫颈*阴道异常分泌物进行清洗#

由于醋酸有一定的杀菌作用#可以维持阴道的酸碱度#预防和

治疗阴道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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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
!!

结

)SUX*'

基因分型与
2O2

结合检测灵敏度极高#可将

0&/

以上的宫颈高度病变及癌变筛出#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漏

诊率#对判断宫颈病变发展趋势*积极处理癌前病变*阻断病

程*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均有重要作用)

UN'

联合
UNGN

检查方法主要在印度*南美和非洲的一些

地区用于宫颈癌的筛查#中国山西子宫颈癌筛查也运用了

UN'

和
UNGN

检查方法+

#-

,

)肉眼观察$

UN'

*

UNGN

%筛查的敏感

度低于
)SUX*'

和
2O2

检查)但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

区推广实行以
)SUX*'

*

2O2

为基础的宫颈癌筛查尚不现

实#其原因是经济水平较差决定了多数妇女不可能接受此种昂

贵的筛查(当前中国农村地区还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有经验的细

胞学技术人员或细胞病理学家#无法建立有充分质控基础的细

胞学检测体系)因此
UN'

和
UNGN

具有简单*廉价*易掌握等

优点#更适合在农村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推广应用)另外#

由于多数妇女易于接受此种筛查方式#可以通过缩短筛查的间

隔时间而弥补其自身敏感度较低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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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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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X

%#是机体细胞在正常生理或病理状态

下及在相关基因调控下发生的一种细胞主动性死亡方式)它

是机体用来去除老化细胞及具有潜在性异常生长细胞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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