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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率'型别分布及其与宫颈疾病的相关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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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核酸分子

芯片快速杂交法检测宫颈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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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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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型别分布及其与宫颈疾病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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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为主$宫颈病变程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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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呈正相

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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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妇女
[̀C

感染率相对较高!

[̀C&<],

检测对宫颈恶性病变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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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

乳腺癌#近年来#宫颈癌及宫颈上皮内瘤变$

M2L3GM4KG5*L42

'

G&

*O2KG4K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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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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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率明显上升#世界范围内每年浸

润性宫颈癌的新发病例数约
0"

万#中国宫颈癌的患病率及病

死率约占世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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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年轻化趋势'近年来的研究资料表

明#人乳头瘤病毒$

OSP45

'

4

'

GKK(P43GLS)

#

[̀C

%与宫颈癌及

其癌前病变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文献报道有
..78@

的宫

颈癌组织活检标本中可检测到
[̀C&<],

#

[̀C

感染已被公

认为宫颈癌发生的重要病因(

#&9

)

'了解
[̀C

在不同地区的流

行病学情况#分析其与宫颈癌和其他妇科疾病的关系#为宫颈

癌高危人群的早诊断*早防治提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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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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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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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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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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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本

院就诊的妇女
8"#$

例#年龄
#/

!

/9

岁'其中
969

例为明确

诊断的宫颈病变患者#分别为!慢性宫颈炎及宫颈良性病变

##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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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

$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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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宫颈癌
!$

例'

上述疾病为临床细胞学最终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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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检测仪器及试剂
!

主要检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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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潮州凯普公司%*高速低温离

心机$美国
IO2LP(

公司%*快速核酸提取仪$北京博奥生物有

限公司%等&主要试剂!细胞提取裂解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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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杂

交试剂均由潮州凯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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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

由临床医生以窥阴器暴露宫颈#将宫颈刷置

于宫颈口#轻轻搓动宫颈刷使其顺时针旋转
0

圈#慢慢取出宫

颈刷#将其放入标有患者信息的专用取样管中#拧紧瓶盖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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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方法
!

将收集的宫颈细胞液进行浓缩#裂解细胞后

提取
<],

#然后将提取的
<],

模板进行
[+1

扩增#将扩增产

物解链后用核酸分子芯片快速杂交法检测
[̀C

#结果判断按

本方法提供的模板进行#上述所有过程和结果判断严格按试剂

盒说明书进行'本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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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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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类别#

!#

个亚型#

涵盖了中国人群感染型的
.$@

以上#分为高危型*低危型和其

他型$中国人特有型%'高危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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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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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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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
!

对
8"#$

例
[̀C

检测结果进行感染率*型别

分布以及感染率与年龄*感染型别与疾病的相关性等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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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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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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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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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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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合并其他型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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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感染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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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亚

型为主&其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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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感染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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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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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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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为主'结果见表
#

'不同宫颈病变
[̀C

的感染率见

表
!

'不同宫颈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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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主要发生型别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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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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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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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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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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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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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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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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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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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超过
89

岁的患者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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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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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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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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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标本主要型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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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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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0/ !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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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8

%

## /# 976

$ 60 #7.

其他型
#8"

$

87!

%

09 $0 !7/

高危合并其他型
668

$

#.7"

%

#$

*

0/

*

0!

*

#/ 9.$ #$7/

低危合并其他型
!9

$

#7"

%

$

*

0! !9 #7"

!!

注!表中所列亚型为主要亚型#病例较少亚型未列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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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宫颈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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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

宫颈疾病 总例数$

+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

%

宫颈炎及其他良性病变
##0 .$ /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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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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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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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07!

宫颈癌
!$ !$ #""7"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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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宫颈病变
[̀C

感染主要发生型别

宫颈疾病 检出例数$

+

% 构成比$

@

%

低危型

!

宫颈炎及其他
08 0.79

高危型

!

良性病变
#$ #$78

!

+%]

&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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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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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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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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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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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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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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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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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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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
! 878

图
#

!!

[̀C

感染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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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C

是一种双链嗜上皮性
<],

病毒#属于乳多空病毒

科#在人和动物中分布广泛'目前发现
[̀C

有
!""

多个基因

型#约
6"

个型别涉及生殖道感染#近年来大量流行病学及分子

生物学研究表明#

[̀C

感染与女性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发

生*发展密切相关'有报道
..78@

宫颈癌组织活检标本中可

检测到
[̀C&<],

(

#

)

#但不同地区和人群
[̀C

的感染率和型

别分布相差较大#感染率为
!"78@

!

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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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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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情况及型别分布可为本地区
[̀C

诊断预测及预防

提供指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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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地区差异
!

本调查中#

8"#$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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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感染率为
997$@

#明显低于国外报道的
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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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

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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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明显比国内报告的
!"7/@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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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不

同区域
[̀C

感染存在明显差异#各地区应采取相应措施

预防'

各个地区
[̀C

感染的主要型别也有差异#世界范围常见

的感染亚型为
[̀C#$

亚型(

#"&#$

)

'本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地区

[̀C

亚型检出率前
$

位的分别是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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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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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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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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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
[̀C#$

亚型最常见#提示重庆地区

[̀C

感染高危型以
#$

*

0/

及
0!

亚型为主#低危型以
##

*

$

亚

型为主#其他型以
+[/9"6

亚型为主'不同检测方法所覆盖的

[̀C

检出型别有差异#因此#这为疫苗的研究以及临床诊断与

治疗提供了指导方向#也为实验室检测方法的选择及设计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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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感染与宫颈疾病的关系
!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宫颈

癌的病因研究表明#感染高危型
[̀C

与宫颈癌的发生高度相

关#是宫颈癌的首要病因#相关研究发现#

[̀C

$特别是高危

型%的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重要病因(

/&#"

)

'本次调查的宫

颈癌病例以
[̀C

高危型感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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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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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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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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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亚型为主#其中有
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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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宫颈癌是

[̀C#$

亚型&宫颈炎及其他良性宫颈病变以
[̀C

低危型感

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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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本调查还发现#

[̀C

感染与宫颈病变

程度呈正相关#宫颈病变程度越重#

[̀C

的感染率也越高&

+%]

病变和宫颈癌高危型感染率明显高于宫颈其他病变

$

#$78@

#表
9

%#说明高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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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宫颈癌以及癌前病变的发

生*发展密切相关'而低危型及其混合感染在宫颈炎及宫颈良

性病变中占
0.79@

#但随着病变级别的增加#比例逐渐减少#

反映出
[̀C

低危型感染一般只引起良性病变'

有研究显示#在妇女的一生中可重复感染
[̀C

#也可同时

感染多种不同型别的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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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调查
[̀C

感染者中单一

型感染
#//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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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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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

%#随着宫

颈病变级别增加#多重感染率也呈增加趋势#多重感染可能预

示机体免疫机制对病毒的清除不全#但未发现宫颈癌与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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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感染有明显关系#其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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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年龄的关系
!

[̀C

感染与年龄相关(

0

)

'本

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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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年龄段主要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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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发生率为
..@

&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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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为高发年龄#发生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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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对这个年龄段妇女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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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宫颈癌及其前期损害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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