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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与重庆*

A

+

$;"$>

'山

东*

2

+

$;%2>

和无锡*

<

+

";=)>

相比#与重庆基本一致而

比无锡稍高一些#说明成都
PYR<)

"

<%

感染率与重庆

比较接 近#可能与地理位置相近有关(中国 的

PYR<)

"

<%

感染率比
\̂ +O

等*

,

+所报道的东亚稍低

一些#东亚
PYR<)

感染率为
2;">

#

)

倍于其他地区

$东南亚'南亚'西亚%&

PYR<%

感染率为
"#;)>

#

A

)

")

倍于其他地区$东南亚'南亚'西亚%(

PYR

感染已被公认是宫颈癌发生的确切病

因*

%

+

#

PYR

感染宿主细胞#病毒
_O+

以不同程度整

合到宿主细胞#关于
PYR<)

"

<%

整合状态与宫颈病变

的关系(袁艳*

=

+指出
PYR<)

"

<%

整合状态与宫颈病

变之间无显著性关系&

PYR<)

"

<%

所致的宫颈癌中的

32

'

3,

常常发生碱基的突变#这种基因突变可能在宫

颈鳞状上皮病变和浸润癌的进展中发挥重要功能#正

是因为
PYR

的
32

'

3,

通过使宿主抑癌基因
:

<$

与

和
@.

失去活性#被认为是重要的致癌因子(

PYR<)

"

<%

与宫颈病变的关系#冯余宽等*

"#

+分析

来自成都地区
"))2

例宫颈病变患者的基因型#在高

危型病毒感染中#

PYR<%

是造成宫颈炎和宫颈湿疣

主要的基因型#

PYR<)

同样也是造成宫颈炎主要的

基因型#

PYR<)

"

<%

同
PYR"2

一起是造成宫颈癌前

病变的最主要的
$

个基因型#特别在
&(O

%

和
&(O

&

#

PYR<%

和
PYR"2

的感染更为突出(

&P+O

等*

$

+分析了
PYR<)

"

<%

在全世界女性
(&&

病变中感

染率#

PYR<)

和
PYR<%

亚洲感染率分别为
A;=>

和

,;=>

#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美洲'欧洲'非洲'大洋

洲%#并且
PYR<)

"

<%

感染率从
&(O

%

到
(&&

病变的

过程中东亚显著高于亚洲其他地区$东南亚'南亚'西

亚%#东亚
PYR<)

在
&(O

%

'

&(O

&

'

(&&

感染率分别

为
",;%>

'

"<;)>

'

A;2>

#东亚
PYR<%

在
&(O

%

'

&(O

&

'

(&&

感染率分别为
"%;">

'

"%;#>

'

,;=>

(为

何亚洲女性
PYR<)

"

<%

感染高于其他地区#一方面因

为遗传因素#亚洲女性存在
PYR<)

和
PYR<%

的遗

传易感性*

""

+

#另一方面亚洲女性存在
PYR<)

和

PYR<%

基因变种(

&P+O

等*

")

+指出在含
3,

基因突

变患者中有
PYR<%

感染的妇女发生宫颈癌的可能性

约为无
PYR<%

感染妇女的
),

倍#

PYR<%

携带

3,)#C

"

?

2$0

基因突变的妇女比不携带该突变的妇女

增加
2;=

倍的患癌率(

面对
PYR<)

"

<%

如此高的感染率#预防性疫苗是

降低宫颈癌的最重要的途径#我国处在东亚的地理位

置更应该重视
PYR<)

"

<%

对女性的感染#

)#",

年
"

月首次在我国大陆进行
PYR"2

和
PYR"%

疫苗预防

宫颈癌#对其他基因型感染仅只是有限交叉保护#对

PYR<)

"

<%

交叉保护更小*

"$

+

(因此我国疫苗的覆盖

类型有必要考虑到
PYR<)

"

<%

#可能覆盖
PYR<)

"

<%

的九价疫苗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

PYR<)

"

<%

感染率随年龄不同#总体来说
%

)#

岁

和
'

2#

岁是感染的两个高峰期&这与重庆*

2

+研究结果

一致#

%

)#

岁感染率高#可能跟此年龄段性行为活跃'

免疫系统未被致敏有关(中老年人较高的感染率认

为与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本研究中
PYR<)

"

<%

皆

以一重感染为主#分析一重感染在不同年龄段的感染

率#

PYR<)

在
$#

)%

<#

岁一重感染率最高#但在
'

2#

岁
PYR<)

与高危型发生混合感染最高(

PYR<%

在
$#

)%

2#

岁一重感染率最高#在
%

)#

岁
PYR<%

与低位型发生混合感染率最高(我国首次获批准的

疫苗是
=

)

)<

岁#如果在没有感染
PYR

的女性中放

宽年龄#充分考虑到高危年龄段那部分女性获得免疫

疫苗的使用#也许更能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同

时根据年龄段
PYR

感染特征加强高危年龄段女性预

防
PYR

知识的培训和宫颈癌筛查#也能有效降低

PYR

感染率(

本研究
PYR<)

"

<%

多重感染中以二重感染为主#

多重感染率随合并感染的型别数增加逐渐下降#符合

高危型多重感染的一般特征#与其他研究一致*

A*2

+

(

多重感染是否增加宫颈癌的发生率#目前说法不一(

!+O_@(

等*

"A

+报道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
PYR

多重

感染不相关#与
PYR

亚型密切相关#

)

"

$

的
&(O

患者

的
PYR"2

阳性(

'33

等*

"<

+研究显示#单一
PYR

感

染可使宫颈癌患病风险增加
"=;=

倍#而多重
PYR

感

染使其风险增加
$";%

倍(

PYR<)

"

<%

多重感染也可

能增加宫颈癌的风险#值得重视(

综上所述#

PYR<)

"

<%

是我国最常见的基因型#

我国疫苗有必要考虑到
PYR<)

"

<%

覆盖&

PYR<)

和

PYR<%

一重感染高发年龄段分别为
$#

)%

<#

岁和

$#

)%

2#

岁#同时应重视多重感染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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