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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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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可以提高上皮细胞异常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

宫颈病变的检出率!减少了漏诊率!在临床细胞病理诊断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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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病变是女性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其最严重的情况是

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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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的发生率仅次于乳腺癌#位居第二#是生殖

系统最常见的肿瘤#占女性生殖器肿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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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床医学/组织病理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发展#传统宫颈刮

片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临床细胞学诊断与治疗的需要)本文对

本院应良改用新柏氏液基超薄细胞检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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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片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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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细胞学应用于宫颈病变筛查以来#传统的细胞学技术经

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对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检出有益#

但该技术仍然存在一定的漏诊和不确定因素)由于传统宫颈

细胞涂片在标本取材与制作上存在的诸多缺陷#使得筛查的假

阴性率一直较高)其主要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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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需要诊断的上皮细

胞没被取到玻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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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在取材过程中被

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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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片#涂片质量较差#背景中存在的大量黏液/血

液及炎症细胞遮盖了上皮细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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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近年液基细胞

学新技术的方法之一#结合
Ba,

系统进行细胞病理学分类#提

高了细胞学诊断的准确性和敏感性#从而大大提高了子宫颈病

变的阳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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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采用专用取材刷和液基保存技

术#将标本取出后即刻洗入
BHLJ/*D

;

保存液中#使取材器上的

标本几乎得到了全部保留#克服了传统取材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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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避免了传统涂片过程中所引起的细胞过度干燥而影响正

确诊断%保存液中的标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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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程序化处理#使

黏液/血液和炎症细胞与上皮细胞分离#经高精密度滤器过滤

后#转移到静电处理过的玻片上#制成均匀的薄层涂片)这种

薄层涂片细胞结构清晰#背景干净#不正常的上皮细胞很容易

被辨认#尤其是对于细胞数量少/体积小的鳞状上皮高度病变)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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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细胞病理学的应用价值#提高了各类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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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病理医师阅片的疲劳程度得到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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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学筛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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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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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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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经阴道镜下组织活检#病理诊断为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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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0#$$\

#

)-Z

+

'!

例#占
%'#?%\

#

?

例被诊断为宫颈高度病变$

)-Z

,

'

例/

)-Z

-

!

例&#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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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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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临床可疑患者#应行阴道镜下多

点活检#以免漏诊#延误病情)

液基薄层技术与传统巴氏涂片同样可以作为筛查和诊断

子宫颈癌前病变的可靠手段)而这些病变则是没有症状或症

状不明显/大体没有改变或改变很小的病例)在涂片质量的满

意度评估方面#液基薄层细胞涂片优于传统涂片)更为重要的

是#

B)B

技术可以提高上皮细胞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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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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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

率#明显提高宫颈病变的检出率#减少了漏诊率#在临床细胞病

理诊断中具有良好的应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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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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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鄂东南'鄂西'鄂西北地区从业人员体检人群乙型肝炎病毒"

5aY

$基因亚型分布状态进行

分析比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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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鄂东南'鄂西'鄂西北地区体检的从业人员为对象!每人静脉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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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离血清!通过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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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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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进行分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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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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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血清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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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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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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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a

型为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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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优势

基因型!其结果与相关研究报道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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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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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在世界各地有

不同程度的流行#但地区差异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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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和国内各地

区间流行程度的差异除与卫生状况/生活习惯/人体免疫/遗传

特征等因素明显相关外#还与病毒本身生物学特性$基因型/血

清亚型/基因变异等&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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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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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基因组序

列差异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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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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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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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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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个基因型)有研究表明#包含

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地区主要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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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基因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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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应用基因型特异性引物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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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
5aYcZ2

#根据扩增产物的大小判断其基因型)该法与

-ZZ41+-/2

法比较#操作相对较简便#分型准确率高#并能检

测到
a

与
)

基因型混合感染)作者采用该法对湖北省鄂东

南/鄂西/鄂西北从业人员
5aY

基因型分布状态进行初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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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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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标本
!

选取湖北省鄂东南/鄂西/鄂西北从业人员体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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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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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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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保存备用)用

常规试剂盒提取
5aY

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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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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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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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D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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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批号
"&&0!&&$"

&进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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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的检

测)实验步骤与结果判定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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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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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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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酸提取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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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的提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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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测血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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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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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属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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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每管加无水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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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分别移入蛋

白柱$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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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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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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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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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加入
2d!

洗液$来自试剂盒&

%&&

"

+

#

!?&&&*

"

:LJ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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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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