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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受检者
b08

基因分型分析

罗锦彬!张桂花!陈旭华

"广东省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检验科
!

C&,'++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
&@'(,

例女性患者的人乳头瘤病毒"

b08

%型别进行检测结果分析!为该地区的

b08

预防提供指导&方法
!

选取女性受检者
&@'(,

例!检测其
b08

感染类型和型别并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检测
b08

并进行基因分型&结果
!

&@'(,

例女性受检者中!

b08

感染
(+C+

例!阳性率

为
&@)@+Z

#以单一感染高危型
b08

"

b>9b08

%为主!阳性率为
&+)@+Z

&

,*

"$

@*

岁女性
b08

感染率最

高!为
(+)A*Z

&

&C

"$

'*

岁女性感染率次之!为
'@)ABZ

&

C*

"$

,*

岁女性感染率为
'C),+Z

&

&C

"$

'*

岁'

'*

"$

(*

岁'

(*

"$

**

岁'

**

"$

C*

岁'

C*

"$

,*

岁和
,*

"$

@*

岁年龄组的
b>9b08

阳性率和低危型
b08

"

Q>9b08

%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

'

(,@)@+@

'

(**)'&&

'

'&A)'A&

'

C+)C&,

和
&@)'A,

!

D

$

+)+C

%&

b08C'

'

b08&,

和
b08&A

在
b08

感染型别中!有着较高的感染率&结论
!

该地区
b08

感染以单一

感染
b>9b08

为主!其感染亚型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且好发于中老年女性和年轻女性&相关部门应做好

b08

筛查!达到预防控制宫颈癌的目的&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

!

感染#

!

流行病学#

!

基因分型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E

文章编号"

&,@'9B*CC

"

'+&A

%

'(9(,&&9+(

!!

宫颈癌是一种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其致死率

高#每年全球约有
'@

万妇女死于宫颈癌#该病死率还

在持续上升#且发病趋于年轻化,

&

-

(人乳头瘤病毒

$

b08

&是一种强致病性
S-E

病毒#根据其致病力大

小可分为高危型
b08

$

b>9b08

&和低危型
b08

$

Q>9b08

&

,

'

-

(大量临床研究表明#

b08

感染是诱

发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子之一#故是否感染
b08

是

宫颈癌筛查的重要参考指标,

(9*

-

(因此#笔者通过对

&@'(,

例女性受检者的
b08

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

析#以探讨该地区的
b08

流行病学情况#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妇科门诊就诊或体检的
&@'(,

例女性
b08

受

检者为研究对象#年龄
&+

"

A+

岁(其中#

$

&C

岁
*

例#平均$

&')@Cl')''

&岁%

&C

"$

'*

岁
&C*B

例#平

均$

'&)*&l&)@C

&岁%

'*

"$

(*

岁
C*'@

例#平均

$

'A)**l*)',

&岁%

(*

" $

**

岁
C@,+

例#平 均

$

(B)C,l*)+C

&岁%

**

" $

C*

岁
(@@,

例#平 均

$

*A)(Cl()@&

&岁%

C*

"$

,*

岁
C@A

例#平均$

,+)@&l

*)'A

&岁%

,*

"$

@*

岁
&+@

例#平均$

,B)A*l*)+C

&岁%

年龄
%

@*

岁
(C

例#平均$

@@),Cl')*&

&岁(

&@'(,

例

受检者调研期间并未服用可能对本研究结果造成影

响的药物#且所有患者均为初次进行
b08

检测#有性

生活史)未孕)无子宫切除及宫颈锥切史(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首先#妇科医生使用扩阴器暴露

受检者宫颈#用专用宫颈细胞采集器$宫颈刷&置于宫

颈口#轻轻擦拭)搓动)旋转不少于
C

圈#将已采集样

品的宫颈刷放入取样管$含有专用细胞保存液&中并

拧紧瓶盖#马上送往检验科检测#检验科对未能及时

检测的标本#应放置
*k

冰箱保存并次日检测(

$)/)/

!

标本检测
!

用潮州凯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的医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
bb"9'

检测
b08

并

基因分型(该试验把
b08

区分为
&C

种
b>9b08

和

,

种
Q>9b08

#共
'&

种(其 中
b>9b08

包 括

b08&,

)

b08&A

)

b08(&

)

b08((

)

b08(C

)

b08(B

)

b08*C

)

b08C&

)

b08C'

)

b08C(

)

b08C,

)

b08CA

)

b08CB

)

b08,,

和
b08,A

(

Q>9b08

包括
b08,

)

b08&&

)

b08*'

)

b08*(

)

b08**

)

b08!0A(+*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B)+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D

$

+)+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b08

检出情况
!

&@'(,

例女性受检者的
b08

检测 结 果 中#

b08

感 染 有
(+C+

例#阳 性 率 为

&@)@+Z

(单一感染的
b08

患者阳性率为
&')A,Z

#

占所有阳性患者的
@'),BZ

%其中#以
b>9b08

感染

为主#阳性率为
&+)@+Z

(

,*

"$

@*

岁受检者
b08

感染率最高#阳性率为
(+)A*Z

(

&*

"$

'*

岁受检者

感染率次之#阳性率为
'@)ABZ

(

&C

" $

'*

岁)

'*

"$

(*

岁)

(*

"$

**

岁)

**

"$

C*

岁)

C*

"$

,*

岁

和
,*

"$

@*

岁年龄组女性的
b>9b08

阳性率和
Q>9

b08

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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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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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A

年
&'

月第
&C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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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A&

)

C+)C&,

和
&@)'A,

#

D

$

+)+C

&#见表
&

)表
'

(

表
&

!!

b08

感染类型的阳性率及构成比#

)]&@'(,

%

感染类型 阳性数$

)

& 阳性率$

Z

& 构成比$

Z

&

单一感染

!

b>9b08 &A** &+)@+ ,+)*,

!

Q>9b08 (@( ')&, &')'(

复合感染

!

双重型别感染
C(B ()&( &@),@

!

三重型别感染
&BA &)&C ,)*B

!

多重型别感染
B, +)C, ()&C

表
'

!!

不同年龄组
b08

感染情况'

)

#

Z

%(

年龄组$岁&

) b08

阳性
b>9b08

阳性
Q>9b08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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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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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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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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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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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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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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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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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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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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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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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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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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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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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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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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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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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

&()B+ &C@

$

*)&,

&

"

C*

"$

,* C@A &*A

$

'C),+

&

&'B

$

'')('

&

*(

$

@)**

&

"

,*

"$

@* &+@ ((

$

(+)A*

&

(+

$

'A)+*

&

@

$

,)C*

&

"

(

@* (C +

$

+)++

&

+

$

+)++

&

+

$

+)++

&

合计
&@'(, (+C+

$

&@)@+

&

',+&

$

&C)+B

&

@C(

$

*)(@

&

!!

注!与同年龄组
b>9b08

阳性率比较#

"

D

$

+)+C

/)/

!

基因型检测结果分析
!

&@'(,

例女性患者的

b08

型别报告中#

b08C'

感染率最高#阳性率为

&,)+AZ

(

b08&,

感染率次之#阳性率为
&+)&@Z

%

b08&A

患者阳性率为
B)@&Z

(其他基因型检出阳性

率分别为
b08!0A(+*

#

B)CBZ

%

b08C(

#

@)A+Z

%

b08C&

#

,)*'Z

%

b08(B

#

,)'+Z

%

b08&A

#

*)@AZ

%

b08,

#

*)*BZ

%

b08,,

#

*)+BZ

%

b08((

#

()A+Z

%

b08,A

#

()((Z

%

b08(&

#

')B*Z

%

b08&&

#

')*+Z

%

b08C,

#

')',Z

%

b08CB

#

&)BBZ

%

b08**

#

&)B&Z

%

b08(C

#

+)@,Z

%

b08*C

#

+)@,Z

%

b08*'

#

+)('Z

%

b08*(

#

+)'+Z

(

b08C'

)

b08&,

和
b08&A

均为

b>9b08

型别(

'

!

讨
!!

论

!!

近年来#如何防治宫颈癌#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

公共卫生问题(大量研究显示#早期宫颈癌筛查能有

效控制宫颈癌的恶化和病死率,

&9*

-

(因此#如何及早

筛查和诊断宫颈癌#受到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有研

究指出#感染
b08

和宫颈癌的发生关系密切#

b>9

b08

的持续感染可导致女性阴道炎症和宫颈损伤#

诱导宫颈癌的发生#

Q>9b08

则可引起肛门及外生殖

器官增生性损害$尖锐湿疣&

,

C9,

-

(故
b08

是筛查早

期宫颈癌的理想标志物#其具有检测方法简单)快速

和特异性高等特点(

b08

的流行特征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本研究

所纳入的
&@'(,

例研究对象中#

b08

阳性
(+C+

例#

阳性率为
&@)@+Z

#低于黄俊远等,

@

-

)赵海英等,

A

-

)曾

选,

B

-所 得 到 的 研 究 结 果 $

'*)@*Z

)

',)*&Z

)

'+)B*Z

&(可能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教育文化水平

及人们生活习惯不同#是造成
b08

感染率存在差异

的主要原因(因此#做好当地卫生宣传和保健教育工

作#显得尤为重要(

叶金海等,

&+

-认为
b08

好发于年轻女性和中老

年女性#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年轻女性$

&C

"$

'*

岁&

b08

感染率偏高#可能是由于青少年性知识缺乏#自

我保护意识薄弱#以及宫颈发育不够成熟和免疫系统

未对
b08

致敏#当初次或多次发生性生活时#极易感

染
b08

(中老年女性$

C*

"$

@*

岁&

b08

感染率偏

高#则可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免疫力下降#以及

其绝经期前后#女性激素水平变化较大#生理和免疫

调节能力紊乱#导致
b08

高发于该年龄段(笔者还

发现#在各年龄段中#

b>9b08

阳性率明显高于
Q>9

b08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C

&#而
b>9

b08

感染又是诱发宫颈癌的高危因子(由此可见#

对有性生活史的年轻女性$

&C

"$

'*

岁&和中老年女

性$

CC

"$

@*

岁&#实施
b08

普查#对于有效防治宫

颈癌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
b08

的认知不断深入#

现已知
b08

亚型的型别有
&A+

多种,

&&

-

(本试验使

用医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
bb"9'

检测
&C

种
b>9

b08

和
,

种
Q>9b08

#在
&@'(,

例女性
b08

受检

者中#阳性率位于前
(

位的
b08

型别分别为
b08C'

$

&,)+AZ

&)

b08&,

$

&+)&@Z

&和
b08CA

$

B)@&Z

&(在

?Ub

等,

&'

-的研究中#

&A&@+

例韩国女性
b08

受检者#

阳性率位于前
(

位 的
b08

型 别分 别为
b08C(

$

B),BZ

&)

b08CA

$

@)B+Z

&和
b08C'

$

@)A&Z

&(在王

一羽等,

&(

-的研究中#

B(@

例延安地区女性
b08

受检

者#阳性率位于前三位的
b08

型别分别为
b08&,

$

'B)+@Z

&)

b08CA

$

&*)AAZ

&和
b08C'

$

B),*Z

&(因

此不同地区的
b08

感染亚型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

b08

是一种以单一感染
b>9b08

为

主的强致病性
S-E

病毒#其感染亚型存在一定的地

域差异#好发于中老年女性和年轻女性(做好
b08

筛查对预防控制宫颈癌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如何系

统全面地研究
b08

的发病机制)致病影响因素#有待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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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对阑尾炎手术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李候艳!康
!

娜#

"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外科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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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针对性护理对阑尾炎手术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

将
B+

例阑尾炎手术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每组
*C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行针对性护理!比较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恢复情况&结

果
!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Z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A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C

%#术后
(3

观察组疼痛程度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C

%#观察组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D

$

+)+C

%&结论
!

为阑尾炎手术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可有效减少术后并发症!减轻患者疼痛程

度!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关键词"阑尾炎#

!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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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阑尾炎为临床常见急腹症#疼痛剧烈且起病迅

速#患者一般有纤维素性渗出)阑尾显著肿胀)浆膜高

度充血等病理表现#患者往往承受着较大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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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术切除是阑尾炎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多数患者经及时

手术治疗可获得良好疗效(因该病起病突然#在围术

期易出现并发症)生理应激或心理应激等不利因素#

患者术后康复情况可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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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显示#

合理而科学的护理措施可有效减轻患者痛苦#对提升

治疗效果有重要帮助,

(

-

(本研究选取
B+

例阑尾炎手

术患者#随机分组后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行针对

性护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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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C

卷第
'(

期
!

Q%2"#3!I:5

!

S#<#L2#K'+&A

!

8GI)&C

!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