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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对于控制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传统

的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测难以发现糖尿病慢性微血管病变导致

的肾病早期#且尿常规检测尿蛋白准确率及敏感性易受多种因

素影响+

V/7

检测的出现使得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变得可

能#有研究表明尿常规蛋白阴性糖尿病患者#其中有
%

"

!

已发

生微量清蛋白#虽无任何肾脏病的体征#但已是糖尿病肾病早

期)

%

*

+但
V/7

的检测受尿液浓缩稀释影响明显#

%?B

尿蛋白

检测因受留取及保存标本不便影响其使用率+

V/7

"

7'<

出现使得标本留取简单#结果可靠#更便于操

作+本文随机选取
#>$

例住院糖尿病患者检测
V/7

"

7'<

#考

虑到这些患者均为血糖难易控制者#更易发生糖尿病肾病+这

些患者经检查剔除了其他原因引起的肾损害的可能性#检测后

统计发现
V/7

"

7'<

增高者高达
R?U

#相对于传统尿常规检

测阳性率明显提高#对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和控制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中
#>$

例糖尿病患者中多数呈现不同程度的肾损害#

且研究显示女性患者似乎更易发生肾损害#其中原因有待进一

步观察分析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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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原因与女性过

早的性生活,多产,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感染等癌症高危因素有关+在全球范围内#每年约有
%$

万女

性死于宫颈癌+在发展中国家#宫颈癌则属于常见,多发的妇

科肿瘤)

#

*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全世界约有
>$

万例新发

生的宫颈癌#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
#!L#>

万例#占全世界的

#

"

?

)

%

*

+宫颈癌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同级别的宫颈上

皮细胞病变发展为宫颈癌的概率不同+从宫颈癌前病变发展

成宫颈癌#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大约
>

!

R

年时间)

!

*

#这为宫颈

病变的早期筛查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因此#早期筛查,防患于

未然是防治宫颈癌的关键)

?

*

+近年来#在年轻女性中#其发病

率有上升趋势#因此对宫颈癌的筛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巴氏涂片细胞学检测作为宫颈癌的筛查方法#已有
>$

多年的

历史#虽然它的运用明显降低了宫颈癌的病死率)

>

*

#但它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假阴性诊断令人担忧)

"

*

+宫颈液基细胞学

在宫颈病变筛查方面#大大提高了宫颈病变的阳性检出率#使

患者得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共有
R"?

例患者接受了宫颈病

变的筛查+现就两种筛查方法的结果临床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妇科门诊

就诊及健康体检人员共
R"?

例给予了宫颈病变的筛查#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均为已婚妇女#均无子宫颈锥切和子宫

切除病史+妇科患者有慢性宫颈炎,宫颈糜烂,宫颈肥大及接

触性出血,宫颈息肉等病史+其中有
?!%

例给予巴氏涂片检

查#

?!%

例给予液基细胞学检查+两组人员的年龄,病史,文化

程度,职业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

$

$L$>

%#具有可比性+

$L/

!

取材方法
!

巴氏涂片检查用竹板轻轻刮取宫颈表面的分

泌物和细胞#将刮出物均匀地涂抹在玻片上#经
->U

乙醇固定

#>

!

%$3:G

#巴氏染色#阅片#在显微镜下寻找癌变或不典型细

胞+液基细胞学检查!将特制的宫颈细胞刷插入宫颈外口和宫

颈管内约
#D3

#保持适当的压力#使细胞刷呈扇形#顺时针旋

转
>

!

"

圈#收集宫颈外口和宫颈管内的脱落细胞#然后取下细

胞刷的刷头#放入液基细胞保存液中备检+

$L'

!

细胞学诊断及分类
!

巴氏细胞学检查采用巴氏
>

级分类

法#即!

)

级为未见异型性细胞或不正常细胞(

%

级为细胞有异

型性但无恶性特征(

'

级怀疑恶性但证据不足(

(

级为高度提

示恶性(

$

肯定恶性)

8

*

+将
'

级及以上级别定为阳性+液基细

胞学采用
&N*

诊断标准$

%$$#

年%#包括正常范围内$

[()

%,

意义不明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

/*'.7*

%,不典型鳞状上皮

细胞不除外高度病变$

/*'.P

%,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b)

%,

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P*b)

%,鳞状细胞癌,意义不明的不典型

腺细胞$

/\7*

%,腺癌$

/'

%

)

R

*

+将意义不明的不典型鳞状上

皮细胞$

/*'.7*

%及以上病变定为阳性+所检阳性患者均进

行宫颈活检及组织病理学检查#以活检后组织病理学的结果为

最终诊断标准+

$L1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比较采用
!

% 检验#

F

#

$L$>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

两种制作方法标本满意度比较
!

液基细胞学组满意率明

显高于巴氏细胞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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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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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种制作方法标本满意度比较%

'

'

组别 总例数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U

%

巴氏细胞学组
?!% !#! ##- 8%L>

液基细胞学组
?!% !-- !! -%L?

/L/

!

两种方法宫颈病变检出率比较
!

液基细胞学组阳性检出

率及活检符合率也明显高于巴氏细胞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

W>L"!

#

F

#

$L$>

%+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宫颈病变检出比较

组别 总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U

%

活检阳性
活检阳性率

$

U

%

巴氏细胞学组
?!% #! !L$ ## R?L"

液基细胞学组
?!% %- "L8 %R -"L"

/L'

!

微生物检出情况比较
!

?!%

例液基细胞学检查组!液基

细胞学检出滴虫
8

例#检出率
#L"U

(检出真菌
#>

例#检出率

!L>U

(检出线索细胞
%#

例#检出率
?L-U

+

'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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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妇科常见的肿瘤#发病率很高#仅次于乳腺癌+

目前发达国家其发病率明显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宫颈细胞

学检查对宫颈癌的早期诊断+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宫颈筛查工

作不完善或筛查方法不科学#宫颈癌的发病率是发达国家的
"

倍#且
R$U

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浸润性癌)

-

*

#使患者失去了可能

存在的治疗机会#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宫颈细胞学的发展为

早期诊断宫颈癌提供了重要途径+目前宫颈细胞学检查仍为

群体宫颈癌普查不可缺少的手段+

巴氏涂片细胞学检查作为宫颈癌的筛查方法已有半个多

世纪#它的运用明显降低了宫颈癌的病死率#但它已经不能适

应现代临床细胞诊断的要求+作为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宫颈癌

的重要手段#筛查中宫颈细胞学诊断的准确率与涂片的制作质

量有重要关系#表
#

,

%

已明确比较出它和液基细胞学的差距+

究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局限性!$

#

%取样器上的病变细胞

没有被转移到载玻片上+有研究表明常规涂片有
R$U

以上的

细胞随取样器被丢弃)

#$

*

+$

%

%涂片质量差#细胞分布不均匀,

过厚,堆积过多的黏液,血液或炎症细胞#以及上皮细胞过度重

叠使异常细胞被遮盖而造成漏诊#影响阳性检出率+

液基细胞学技术改变了常规巴氏涂片的操作方法#标本用

特制的取样器取出后立即洗入细胞保存液中#使取样器上的标

本几乎得到了全部保留#也避免了巴氏涂片过程中引起的细胞

过度干燥造成的假像#也使上皮细胞与血液,黏液和炎性细胞

等杂质分离+从而制成的薄层涂片细胞成分齐全#结构清晰#

背景干净#不正常的上皮细胞也易于辨认#这样就大大提高了

宫颈病变的阳性检出率+本文通过对
R"?

例患者巴氏涂片和

液基细胞学检测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液基细胞学组满意率明显

高于巴氏细胞学组$

!

%

W>-L$?

#

F

#

$L$>

%(液基细胞学组阳性

检出率,活检符合率也明显高于巴氏细胞学组$

!

%

W>L"!

#

F

#

$L$>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液基细胞学检查还能对各种

微生物如滴虫,真菌,线索细胞等感染提供直接诊断或提示诊

断+虽然液基细胞学是宫颈细胞学检查中新发展起来的一项

新技术#但它能弥补巴氏涂片技术中的缺点#能更好地增加诊

断的准确性#且其为无创性检查#所以在宫颈病变筛查方面可

取代巴氏涂片细胞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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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
%$$>

年
##

月购置
N*'.#!$$.

%

./

型生物安全柜$以

下简称安全柜%#该设备放置于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样本制备

区#在乙型肝炎病毒$

PN9

%

Q(/

,丙型肝炎病毒$

P'9

%

](/

的提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既保护了操作者又防止了

样本间的交叉感染+实验室如果形成气溶胶污染而扩散#则可

引起整个
,']

实验室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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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作者总结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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