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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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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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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高皮质醇分泌患者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高分泌组与正常分泌组比较!各

项指标检测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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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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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

病#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之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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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非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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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研究表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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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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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功能异常#

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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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研究可能是治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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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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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枢纽#是重要的反馈调节系统)

糖皮质激素是
*̂,

轴功能中的主要信息因子#其分泌具有昼

夜节律性!一般在清晨觉新前达到分泌高峰#随后减少#白天维

持较低水平#夜间入睡到午夜降至最低#凌晨又逐渐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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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观察糖皮质激素的基础分泌及昼夜节律是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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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

功能是否正常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于糖代谢#糖皮质激素能对

抗胰岛素的作用#通过抑制葡萄糖转运体
-

而减少外周组织摄

取葡萄糖#并能减少细胞对糖的利用)糖皮质激素可增强肝脏

糖异生和糖原合成过程中所需酶的活性#利用肌肉等外周组织

动员出的氨基酸#加速糖异生#增加肝糖的生成和输出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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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分泌系统不能维持内环境平衡#血
d

分泌明显增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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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促进糖异生及肝糖的生成和输出速度#使患者血糖

浓度升高#加重糖代谢紊乱(高血糖作为一种慢性应激又进一

步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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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加重病情)高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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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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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糖控制有一定临床意义)

许多患者对
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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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作用及意义并不十分了

解而忽视对它们的检测)对他们而言#血糖的高低就是他们对

自己病情的一个直观了解的窗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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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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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即刻血

糖水平#反映抽血时瞬间血糖变化#受患者身体状况,饮食,用

药情况,情绪,应激及抽血时间等各种因素影响波动较大#不能

全面判断血糖的控制情况)因此#作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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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是否受损#使医生更好了解患者用

药情况及治疗方案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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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疾病与不同亚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状况分析

裴蕴锋"江苏省徐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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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亚型人乳头瘤病毒"

*̂Y

#感染情况与宫颈疾病的关系及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快

速导流杂交法对
!!#"

例宫颈疾病筛查者"包括宫颈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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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宫颈上皮内瘤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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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宫颈炎症组
3!2

例%健康

对照组
3"

例#宫颈脱落细胞进行
*̂Y

分型检测!分析各组疾病
*̂Y

感染情况$结果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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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妇女中检出

*̂Y

阳性
5"2

例!检出阳性率
--X

!其中宫颈癌组
52

例"

3-45X

#!宫颈上皮内瘤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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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X

#!宫颈炎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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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X

#!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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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X

#$各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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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染的

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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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亚型均有检出!高危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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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混合感染
#"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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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感染患者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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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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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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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年龄

段最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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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疾病与
*̂Y

感染有密切关系!在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和宫颈炎患者中
*̂Y

检出率较高!特

别对于宫颈癌患者
*̂Y

亚型检出率达
3-45X

!高危亚型在宫颈癌%宫颈上皮内瘤变以及宫颈炎疾病中检出率均高

于低危亚型!但三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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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

*̂Y

%是一种小分子双链
+),

病毒#按照

基因序列多态性可分为
!""

多种亚型#目前本院实验室检测的

是与临床有关系的
2!

种亚型#其中又分为高危亚型
!#

种#分

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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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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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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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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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危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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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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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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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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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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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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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见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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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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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C

$#"-

#高

危型与宫颈癌,宫颈上皮内瘤变$

&a)2

"

#

%相关#低危型常引起

外生殖器湿疣及宫颈上皮内低度病变$

&a)!

%

*

!

+

#为了解不同

宫颈疾病与
*̂Y

感染的关系#作者对来本院门诊以及住院的

!!#"

例宫颈疾病筛查者进行宫颈脱落细胞
*̂Y

分型检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本组
!!#"

例研究对象为
2""$

年
$

月至

2"!"

年
!!

月在本院门诊就诊和住院的患者#结合病理学诊断

结果#将其分为
-

组#分别为宫颈癌组
52

例#宫颈上皮内瘤变

组
/#

例#宫颈炎症组
3!2

例#健康对照组
3"

例)年龄
!0

!

/$

岁)对采集的
!!#"

份宫颈脱落细胞样品进行
*̂Y

亚型

检测)

$4/

!

主要仪器与试剂
!

Qa)\1\)\6T

基因扩增仪为杭州博

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凯普医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及人乳头

瘤病毒核酸扩增分型检测试剂盒均为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

'2"

高速离心机为白洋公司提供)

$4'

!

宫颈脱落细胞采集
!

采用一次性窥阴器暴露宫颈#干净

棉签擦净宫颈口分泌物#用特制标本毛刷于宫颈鳞柱上皮交界

处旋转
#

!

5

圈#获取宫颈脱落细胞#再将毛刷置于特制保存液

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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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导流杂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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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检测
!

严格按照试剂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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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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