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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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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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轴#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加重病情)高分泌

组
d*1

#

2>*1

#

D̂,!&

及各时段血
d

检测值均高于正常分泌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表明高血
d

的分

泌导致体内高血糖和高
D̂,!&

的发生#提示两者存在互为因

果的关系)

D̂,!&

是血红蛋白与葡萄糖非酶化的产物#能反

映近
2

!

#

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与抽血时间,空腹,胰岛素使

用无关#其高低与血中葡萄糖含量成正比*

5

+

)本组资料表明#

高分泌组
D̂,!&

浓度比正常分泌组和对照组高#正常分泌组

D̂,!&

浓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说明

.2+%

患者血糖浓度控制不佳)高血糖对
.2+%

患者是一个

不利的因素#因此#临床工作者应把
D̂,!&

和血
d

作为血糖

控制情况的评价指标之一)临床上若能抑制或减弱
d

增高对

.2+%

患者血糖控制有一定临床意义)

许多患者对
D̂,!&

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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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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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患者应每
#

个月定期联合检测
d*1

,

2>*1

,

D̂,!&

(每半年检测血
d

一

次)若出现血糖升高#控制不佳时#应检测
"$

!

""

,

!0

!

""

,

2-

!

""

血
d

#以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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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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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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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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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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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例"

/!4/X

#!宫颈炎症组

#3#

例"

-#4!X

#!健康对照组
5

例"

540X

#$各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P/24#5

!

@

$

"4"!

#$在感染的

患者中
2!

种不同亚型均有检出!高危型以
!0

"

2/45X

#%

52

"

2!4!X

#%

5$

"

!#4-X

#%

##

"

/4$X

#%

#!

"

/42X

#为主!低危

型以
0

"

##45X

#%

!!

"

!34/X

#为主!混合感染
#"4!X

$

*̂Y

亚型感染患者最小
!0

岁!最大
/2

岁!以
2!

!

-"

岁年龄

段最多$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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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

宫颈疾病'

!

人乳头瘤病毒'

!

亚型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263-55

"

2"!!

#

!#6!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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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

#!

,

##

,

#5

,

#3

,

-5

,

5!

,

52

,

50

,

5$

,

53

,

0$

#低危亚型
5

种#分别为
0

,

!!

,

-2

,

-#

,

--

#中国人常见亚型
5#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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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快速导流杂交法
*̂Y

亚型检测
!

严格按照试剂盒要

-

/3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D%8I&;@A

!

[<;

J

2"!!

!

Y7;4$

!

)74!#



求#对每一样本进行分型检测#主要步骤包括以下几点)

$414$

!

靶
+),

的提取
!

取保存液中的标本
5""

0

Q

于干净的

离心管中
!#"""?

"

F@A

#离心
5F@A

#去上清液#加入
-""

0

Q

预

溶解溶液
(

#

!""W

加热
!5F@A

#加入
-""

0

Q

溶液
$

#混匀放

置
2F@A

#

!#"""?

"

F@A

离心
5F@A

#去上清液#放置晾干#加入

0"

0

Q

溶液
&

充分溶解#

!#"""?

"

F@A

离心
5F@A

上清液即

+),

)

$414/

!

*&'

扩增
!

Qa)\1\)\6T

对靶
+),

进行扩增)

$414'

!

导流杂交
!

扩增产物
35W

变性
5F@A

#立即放入冰水

混合物中#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导流杂交)

$4141

!

酶标显示#结果记录及分析)

$42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4"

软件包#对各组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

2检验*

2

+

)

/

!

结
!!

果

/4$

!

检出的
*̂Y

亚型总体分布情况
!

在感染的患者中
2!

种不同亚型均有检出#高危型以
!0

$

2/45X

%,

52

$

2!4!X

%,

5$

$

!#4-X

%,

##

$

/4$X

%,

#!

$

/42X

%为主#低危型以
0

$

##45X

%,

!!

$

!34/X

%为主#其余亚型检出率较低#混合感染
#"4!X

)

表
!

!

不同组别
*̂Y

亚型检出率

项目 宫颈癌组$

4P55

% 宫颈上皮内瘤变组$

4P/#

% 宫颈炎症组$

4P3!2

% 健康对照组$

4P3"

%

亚型感染例数
52 52 #3# 5

感染阳性率$

X

%

3-45 /!4/ -#4! 540

混合感染率$

X

%

/24/ 054$ /54$ "

高危"低危感染人次比
0-

"

22 02

"

#/ #$#

"

22! #

"

#

!!

注!每种亚型检出
!

次#为感染
!

例)

/4/

!

不同宫颈疾病的
*̂Y

检出情况
!

采用快速导流杂交法

从各组样本中检出
*̂Y

亚型从
!!#"

例妇女中共检出
*̂Y

阳性者
5"2

例#其中宫颈癌组
52

例$

3-45X

%#宫颈上皮内瘤变

组
52

例$

/!4/X

%#宫颈炎症组
#3#

例$

-#4!X

%#健康对照组
5

例$

540X

%)各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P/24#5

#

@

$

"4"!

%)

/4'

!

不同宫颈疾病的
*̂Y

亚型检出情况
!

不同亚型混合感

染最多检出
0

种亚型#除健康对照组外#其余各组均有混合感

染#而且以混合感染为主要感染方式#包括宫颈癌组
/24/X

#

宫颈上皮内瘤变组
054$X

#宫颈炎症组
/54$X

#混合感染病例

中高危亚型检出均高于低危亚型#各组感染亚型$高危"低危%

总人次比分别为
0-

"

22

,

02

"

#/

,

#$#

"

22!

)说明高危亚型是导

致宫 颈 疾 病 的 重 要 原 因#特 别 是 亚 型
!0

$

2/45X

%,

52

$

2!4!X

%,

5$

$

!#4-X

%#混合感染在宫颈疾病中比较常见#以高

危亚型感染为主#但感染种类以及感染高危"低危比值在各类

宫颈疾病中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

!

讨
!!

论

*̂Y

病毒属于乳头瘤病毒家族#是一种无外壳的双链

+),

病毒#主要感染上皮组织并可诱导黏膜与皮肤良性和恶

性病变的发生)生殖道感染后通常没有症状#现已发现
!""

多

种亚型的
*̂Y

#与生殖道感染有关的亚型大约有
-"

多种#根

据致病性不同可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亚型常导致宫颈

病变甚至宫颈癌#低危亚型常导致皮肤良性病变)目前每年有

大约
5"

万宫颈癌新发病例#其中
$"X

的病例在发展中国家#

5"X

病例在亚洲)中国每年有新发病例
!5

万#其中有
$

!

!"

万死于宫颈癌)

本院对
!!#"

例妇女的宫颈脱落细胞进行
*̂Y

分型检

测#检出总阳性率
--X

#

*̂Y

亚型在健康对照组,宫颈炎症

组,宫颈上皮内瘤变组,宫颈癌组的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540X

,

-#4!X

,

/!4/X

,

3-45X

#这与其他文献报道的结果基本

吻合#特别是宫颈癌组#除外
2

例宫颈癌术后采样#亚型检出率

达
3-45X

#说明病毒和病变的加重之间存在着关系*

#

+

)通过

表
!

可以看出#宫颈病变伴随
*̂Y

感染往往是混合感染#

#

种

病变之间病毒混合感染率基本一致)各种亚型的检出分布与

别的学者报道的大致相当!在感染的患者中
2!

种不同亚型均

有检出#高危型以
!0

$

2/45X

%,

52

$

2!4!X

%,

5$

$

!#4-X

%,

##

$

/4$X

%,

#!

$

/42X

%为主#低危型以
0

$

##45X

%,

!!

$

!34/X

%为

主#其余亚型检出率较低*

-

+

)由于混合感染在宫颈疾病中比较

常见#所以本次研究作者对引起不同宫颈疾病的病毒亚型感染

人次进行统计#结果在
#

种宫颈疾病中
*̂Y

高危亚型"低危

亚型分别为
0-

"

22

,

02

"

#/

,

#$#

"

22!

#经统计分析三者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在不同的疾病中高危亚型的感染率要高于

低危亚型#但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高危亚型所占比例并未

增加#这也说明不能以高危亚型的感染情况来判断宫颈疾病的

发展阶段)但是高危亚型的感染是对宫颈疾病不断发展的有

效提示#虽然很多妇女自身会自动清除
*̂Y

病毒#但一些自

身免疫功能差的妇女#

*̂Y

长期感染会引发严重的宫颈疾病#

定期检查
*̂Y

#会降低患宫颈疾病的概率)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健康对照组也有
5

例阳性的感染病例#阳性率虽然不高#但

说明该病毒对健康人群也是一种潜在的危害)

*̂Y

感染不等于一定会发展为宫颈癌#

*̂Y

感染常是自

限的#少部分感染
*̂Y

的女性会引发宫颈病变#甚至宫颈癌#

但
*̂Y

的检出对宫颈疾病的早期干预#使得转化为宫颈癌的

概率大大降低)部分早期宫颈癌患者经过手术后#在手术切面

上取材检测病毒分型#以此判断手术是否彻底*

5

+

)

虽然导流杂交法对病毒的检测有着许多技术优势并对临

床有着指导意义#但因为检测价格的原因许多患者放弃了检

测#也有可能失去了临床干预的最佳时机#希望以后新技术的

发展能惠及更多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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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糖普查检测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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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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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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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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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了解库尔勒市车务段在职职工血糖情况$方法
!

抽取空腹静脉血!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进行

血清葡萄糖检测$结果
!

本次普查总人数为
!2-"

例!其中男
$5"

例!女
#3"

例!本次检查新发现糖尿病患者
2/

例!

原有糖尿病患者
22

例!可疑糖尿病患者
-2

例$糖尿病总发病率为
#435X

!其中新发现糖尿病患病率
24!$X

!原有

糖尿病率为
!4//X

!可疑糖尿病率为
#4#3X

$结论
!

该市车务段在职职工糖尿病的发病年龄有所提前!发病率随

年龄的增高呈现上升趋势!建议应加强糖尿病科普知识宣传!在表面健康人群中积极开展糖尿病的普查工作十分

必要$

"关键词#

!

葡萄糖'

!

糖尿病'

!

普查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263-55

"

2"!!

#

!#6!5336"2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在生活模式,饮食结

构及社会人群步入老龄化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糖

尿病的患病率逐渐增多#它正成为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主要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

!

+

)因其较高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已经被

列为全球五大危险疾病*

2

+

)为了了解和掌握本院所管辖的铁

路各段职工的身体状况#本研究对一些站,段职工进行了糖尿

病普查工作#现对库尔勒市车务段职工的血糖检查结果做如下

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普查对象为库尔勒市车务段在职职工
!2-"

例#年龄
2"

!

0"

岁)

$4/

!

方法
!

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245FQ

#经离心分离血清后

进行血清葡萄糖测定#筛选出空腹血糖大于
04!FF7;

"

Q

的检

查者)对空腹血糖大于
04!FF7;

"

Q

且小于
/4"FF7;

"

Q

的检

查者#除抽取空腹静脉血
245FQ

#除检测其空腹血清葡萄糖

外#再进行口服
/5X

葡萄糖水
#""FQ

后的
2>

血清葡萄糖

检测)

$4'

!

血清葡萄糖测定方法及使用的试剂,仪器
!

方法!葡萄糖

氧化酶法)试剂!使用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血清

葡萄糖氧化酶法试剂盒)仪器!

SQR%*h(,h-""

全自动生

化仪)

$41

!

诊断标准
!

空腹血清葡萄糖大于
/4"FF7;

"

Q

或空腹血

糖大于
04!FF7;

"

Q

且小于
/4"FF7;

"

Q

的检查者#口服
/5X

葡萄糖水
#""FQ

后的
2>

血清葡萄糖大于
!!4!FF7;

"

Q

者确

诊为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大于
04!FF7;

"

Q

且小于
/4"

FF7;

"

Q

的检查者#口服
/5X

葡萄糖水
#""FQ

后的
2>

血清

葡萄糖大于
/4$FF7;

"

Q

且小于
!!4!FF7;

"

Q

检测者为可疑

糖尿病患者)

/

!

结
!!

果

/4$

!

本次普查总人数为
!2-"

例#其中男
$5"

例#女
#3"

例)

见表
!

)

表
!

!

检测对象年龄分布%

4

&

年龄$岁% 男性 女性 合计

2"

!

23 250 0$ #2-

#"

!

#3 2$- !00 -5"

-"

!

-3 2-" !-" #$"

5"

!

0" /" !0 $0

/4/

!

血清葡萄糖结果
!

本次普查新发现糖尿病患者
2/

例#原

有糖尿病患者
22

例#可疑糖尿病患者
-2

例)见表
2

)

表
2

!

库尔勒市车务段在职职工血糖普查不同性别的年龄分布%

4

&

年龄$岁%

男性

&

/4"

$空腹血糖%

%

!!4!FF7;

"

Q

%

/4$FF7;

"

Q

且
$

!!4!FF7;

"

Q

女性

&

/4"

$空腹血糖%

%

!!4!FF7;

"

Q

%

/4$FF7;

"

Q

且
$

!!4!FF7;

"

Q

2"

!

23 2 ! # " " !

#"

!

#3 # 0 $ ! 2 -

-"

!

-3 !" $ !" 2 # /

5"

!

53 - 0 $ " ! !

合计
!3 2! 23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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