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陈艳宇#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肿瘤病理学方面的研究,

!论
!

著!

液基薄层细胞学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

陈艳宇"

!李
!

艳#

!王贵明"

!彭
!

芳"

!王爱武"

!权
!

莉"

!谭
!

夕"

"

"$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应急

医院病理科!广州
!

7"'&"%

#

#$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何贤纪念医院病理科!广州
!

7""6''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液基薄层细胞学"

-Z2

$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

月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行宫颈
-Z2

检查的
U'"%

例受检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年龄进行分组!观察结果阳性且愿

意接受阴道镜及病理组织活检者的细胞学结果与组织学诊断的符合率%结果
!

共有阳性人数
%'&

例!占
U$U:

!年

龄
"%

"

%'

岁!

6'

"

6<

岁年龄组阳性率最高!达
"&$<:

!各组间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6"

!

R\'$'''

$#

共有
7;;

例患者随后接受了阴道镜检查和病理组织活检!占
U'$7:

!细胞学与组织学结果总符合率为
;#$7:

!高级

别病变符合率
"''$':

%结论
!

-Z2

检查在宫颈癌筛查中具有操作简便&准确率高等优点!适合作为大范围宫颈癌

筛查的首选方法%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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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基薄层细胞学#

!

宫颈癌筛查#

!

宫颈鳞状上皮内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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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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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在女性恶性肿瘤

中高居第
#

位#仅次于乳腺癌#全世界每年新增侵袭性病例超

过
7

万例#严重影响广大女性的健康*

"

+

,宫颈癌的发生与发展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有效筛查和及时治疗#可以将其阻断

在癌前病变阶段#或在癌变早期彻底治愈*

#

+

,随着检验技术水

平的提高#各种宫颈癌检查方式陆续应用于临床#广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将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

-Z2

&检查应用于女性体检

的宫颈癌筛查#并对部分病例进一步作阴道镜及组织病例检

查#取得良好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

月于广东省第

二人民医院行宫颈
-Z2

检查的
U'"%

例受检者为研究对象#年

龄
"%

"

%#

岁#平均$

&<$;h&$%

&岁#所有受检者均有过性经历,

受检者年龄)体质量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

'$'7

&#具

有可比性,

$$/

!

检查方法
!

实验耗材及试剂由广州安必平医院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阅片用显微镜型号
[D

H

3

G

L@Zf467

,检查时常规消

毒外阴#使用扩阴器显露受检者宫颈#先用无菌干棉球擦除分

泌物#再用
-Z2

专用刷于宫颈内口顺时针旋转
7

圈收集宫颈口

及宫颈管的脱落细胞#立即移入保存液并充分晃动宫颈刷使细

胞移入瓶内,细胞悬液经离心)重悬)铺片)固定)染色)中性树

胶封片后#于显微镜下采集图像并读片,对于结果为非典型鳞

状上皮细胞$

/.4)e.

&及以上且愿意接受进一步检查的受试者

择期行阴道镜检查和组织病理活检#于阴道镜下在宫颈鳞柱交

界处
&

)

;

)

<

点和
"#

点方向处和肉眼见可疑病变区域取材,

$$'

!

诊断标准及分类
!

采用子宫颈细胞学
Z?AE?@JB

报告系

统#

-Z2

诊断分为!无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病变$

S+-!

&)

/.)4

e.

)鳞状上皮内瘤样病变$

.+-

&)子宫颈管原位腺癌$

/+.

&)非

典型腺细胞$

/b)

&)不能排除高度鳞状上皮内瘤样病变的不

典型鳞状细胞$

/.)40

&和鳞状细胞癌$

.))

&,其中鳞状上皮

内瘤样病变分为包括低度病变$

-.+-

&和高度病变$

0.+-

&#前

者包括人乳头瘤病毒$

02*

&感染及
)+S

+

)后者包括
)+S

(

和
)+S

*

或原位癌$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7

为检验水准#

R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年龄组阳性率比较
!

在全部
U'"%

例受检者中#共有

阳性人数
%'&

例#占
U$U:

#阳性者中年龄最小
"%

岁#最大
%'

岁#

6'

"

6<

岁年龄组阳性率最高#达
"&$<:

#各年龄组阳性率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U

月第
"#

卷第
"7

期
!

-BC!?J)D89

!

/L

,

L@A#'"7

!

*>D$"#

!

S>$"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6"

#

R\'$'''

&,见表
"

,

/$/

!

细胞学阳性与病理学结果对照
!

在
-Z2

阳性的
%'&

例

患者中#共有
7;;

例患者随后接受了阴道镜检查和病理组织活

检#占
U'$7:

#其中
.))

以上者全部接受活检#

0.+-

有
&

例因

患者自身原因未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后续检查#细胞学

与组织学结果总符合率 为
;#$7:

#高 级 别 病 变 符 合 率

"''$':

,见表
#

,

表
"

!

各年龄组阳性情况比较

年龄$年&

S+-!

$

3

&

/.)4e.

$

3

&

-.+-

$

3

&

/.)40

$

3

&

0.+-

$

3

&

.))

$

3

&

/b)

$

3

&

/+.

$

3

& 合计$

3

& 阳性率$

:

&

%

&' #UU" "%" 7U & % " ' ' &"#" %$%

&'

"

&< #<;& ";; 7" 6 "U " ' ' &#'& %$7

6'

"

6< ""#< ""U &% ; "% 6 " ' "&"# "&$<

7'

"

7< #76 "& U 6 6 # " " #U% ""$7

$

7< U% # # ' # " ' ' <6 %$6

总计
%&"6 6%' "7; "% 6U < # " U'"% U$U

表
#

!

细胞学阳性与病理学结果对照

类别
细胞学

阳性$

3

&

活检

$

3

&

炎性

$

3

&

病理结果

)+S

+

)+S

(

)+S

*

鳞癌 腺癌

符合率

$

:

&

/.)4e. 6%' &;% "%; "<" ' ' ' ' 7#$'

-.+- "7; "#; &" ;' && # ' ' %7$&

/.)40 "% "; " # & "' ' ' <"$"

0.+- 6U 67 6 & ; &# ' ' <&$U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7;; #"# #7; 6# 66 < & ;#$7

'

!

讨
!!

论

宫颈癌从癌前病变
)+S

发展到宫颈癌需要
7

"

"7

年的时

间#而宫颈癌早期及其癌前病变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贯彻落

实宫颈癌防治三阶梯策略对减少发病率#提高治愈率具有重要

意义,宫颈癌防治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可明显降低

发病率和病死率#其中选择合适的筛查方法至关重要*

&

+

,

传统的细胞学检查方法是巴氏涂片法#该方法目前广泛应

用于广大农村妇女的免费.两癌/筛查项目#为提高农村女性的

生殖健康水平作出重要贡献,然而巴氏涂片法也存在明显的

不足#有报道其假阴性率达到
7':

以上#究其原因#与细胞涂

片的取材和制片技术有关!一方面上皮细胞取材不全面#

;':

"

U':

的细胞在取材过程中被丢弃%另一方面涂片的质量

难以保证#背景中有大量的血液)黏液及炎性细胞#影响了对上

皮细胞的阅片*

647

+

,

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的应用#很大程度提高了细胞采集的

效率和制片的质量,

-Z2

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心包积液)胸

腔积液等浆膜腔积液的检查#在泌尿系统和呼吸系统的脱落细

胞及甲状腺)乳腺的针吸细胞等方面均有较好的检测效果*

;

+

,

-Z2

在宫颈癌筛查方面的应用#也在各级医疗机构广泛开展,

-Z2

技术是对传统制片技术的革新#其制片原理是沉降分离

提取技术#高速离心可去除标本中的血液)黏液等#高密度的病

变细胞沉降富集#制作的细胞涂片具有薄层)均匀)背景清晰)

重叠少等优点#有利于阅片医师的观察#因而提高了诊断的准

确性*

%

+

,

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医院周边地区
-Z2

阳性率达

U$U:

#高于其他文献报道的
6$":

#这与该地区女性普遍首次

性经验年龄小)

02*

感染率较高)多产)多性伴侣等有关,在

所有受检者中#

6'

"

6<

岁年龄段阳性率最高#可能与该年龄组

女性生活频率较高)生育较多有关*

U

+

,结果阳性者年龄最小仅

为
"%

岁#且
&'

岁以下年龄组的阳性率达
%$%:

#提示宫颈病

变正呈年轻化趋势#在界定筛查人群时需适当降低年龄标准,

-Z2

结果在于组织病理的比较中#显示出较高的符合率#特别

是对于
.))

)

/b)

和
/+.

的诊断符合率达到
"''$':

#对

/.)40

和
0.+-

的符合率均超过
<'$':

#说明对于高级别的

宫颈病变#

-Z2

检查有着极高的准确率#避免了传统巴氏涂片

的不足,同时#对应的
=Z.

诊断系统的使用也使得诊断结果

更加规范化#实现了细胞病理与临床的有效交流,

-Z2

技术

除了在诊断方面的明显优势以外#其适用范围广)操作简便)费

用低廉等方面的优势也十分明显,目前临床上又出现以
02*

检测和基因检测等多种有效的宫颈癌筛查方式#但其昂贵的费

用限制了大规模的应用,

当然#

-Z2

检查的准确率与标本采集和阅片人经验等密

切相关#在临床开展过程中仍存在一定比例的假阴性和假阳

性#因此
-Z2

检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仍然是目前宫颈癌

筛查最适宜的方法#应在大范围人群筛查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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