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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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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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宫颈炎伴鳞状上皮化生与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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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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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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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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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细胞学结果为炎症#但临床高度可疑

的
'&

例患者#经阴道镜下活检#病理诊断有
A

例
)-Z

+

#

!

例

)-Z

,

)所以对于
2,)>,

和临床可疑患者#应行阴道镜下多

点活检#以免漏诊#延误病情)

液基薄层技术与传统巴氏涂片同样可以作为筛查和诊断

子宫颈癌前病变的可靠手段)而这些病变则是没有症状或症

状不明显/大体没有改变或改变很小的病例)在涂片质量的满

意度评估方面#液基薄层细胞涂片优于传统涂片)更为重要的

是#

B)B

技术可以提高上皮细胞异常$

+,-+

#

5,-+

#

,)

&的检出

率#明显提高宫颈病变的检出率#减少了漏诊率#在临床细胞病

理诊断中具有良好的应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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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对鄂东南'鄂西'鄂西北地区从业人员体检人群乙型肝炎病毒"

5aY

$基因亚型分布状态进行

分析比较%方法
!

以鄂东南'鄂西'鄂西北地区体检的从业人员为对象!每人静脉采血
%:+

并分离血清!通过巢式

/)3

方法对
5aY

亚型进行分型%结果
!

共检测
5aY

阳性血清标本
"0

份"鄂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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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鄂西'鄂西北各
!&

份$!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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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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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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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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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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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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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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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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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0

份
5aY

阳性血清标本中
a

型基因
!(

份!占
$"#&$\

!数据显示
a

型为该地区
5aY

流行优势

基因型!其结果与相关研究报道相一致%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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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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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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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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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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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A"10?%%

"

"&!!

$

&%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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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HD

;

FGLGL=aEL*<=

#

5aY

&感染在世界各地有

不同程度的流行#但地区差异非常明显*

!

+

)国家间和国内各地

区间流行程度的差异除与卫生状况/生活习惯/人体免疫/遗传

特征等因素明显相关外#还与病毒本身生物学特性$基因型/血

清亚型/基因变异等&也相关*

"

+

)目前#根据
5aY

全基因组序

列差异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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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序列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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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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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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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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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因型)有研究表明#包含

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地区主要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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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基因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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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应用基因型特异性引物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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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增
5aYcZ2

#根据扩增产物的大小判断其基因型)该法与

-ZZ41+-/2

法比较#操作相对较简便#分型准确率高#并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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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
)

基因型混合感染)作者采用该法对湖北省鄂东

南/鄂西/鄂西北从业人员
5aY

基因型分布状态进行初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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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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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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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湖北省鄂东南/鄂西/鄂西北从业人员体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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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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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置
]"&i

冰箱保存备用)用

常规试剂盒提取
5aY

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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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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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

份有 限 公 司 的
5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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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D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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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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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以上
%

项指标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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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Y

核酸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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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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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离心机
h-2U.Z

公司&#分别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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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液$来自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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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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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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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去管外没有吸附的液体%分别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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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液$来自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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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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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去管外没

有吸附的液体%分别加入
!&&

"

+a<IID*QFGD*

$试剂盒备&#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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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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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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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3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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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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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引物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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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参数为
0?i

'&=

.

%%i'&=

.

A"i!:LJ

#设定
'%

个循环#

A"i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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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脂糖凝胶电泳#用凝胶成像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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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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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分型引物的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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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型
!

参照
ZFLGC

等提

供的方法设计一组
ZD=GDM/)3

引物用于临床样品的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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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达斡尔族'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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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人群血脂水平现状!探讨其是否存在民族间的差异%方法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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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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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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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进行健康体检'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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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达斡尔族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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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汉族居民
"&&

人进行血脂水平

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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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中老年男性组三酰甘油显著高于女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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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和汉族中老年人血脂水平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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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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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中老年人和汉族中老年人血脂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

!

血脂#

!

达斡尔族#

!

中老年人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A"10?%%

"

"&!!

$

&%1&$!01&!

!!

高脂血症是当今危害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的疾病之一#因为

高血脂可以引发多种疾病#如冠心病/糖尿病/脑动脉硬化/脂

肪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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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本地区达斡尔族/汉族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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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人

群血脂水平现状作了如下统计#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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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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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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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来本院体检的健

康体检者)达斡尔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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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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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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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

岁)汉族
"&&

人#其中男
!&&

人#女
!&&

人#

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

!

仪器与试剂
!

5-B2)5-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中生

公司生产检测试剂和校准品及长征复星生物有限公司生产质

控血清$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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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固醇$

B)

&/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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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氧化酶法#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5c+1)

&/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

+c+1)

&采用直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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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检查者均空腹
!"H

#于次日清晨抽取静脉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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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对低/高质控品测定#在各主要检测项目均在控的条

件下按照仪器操作规程进行检测)分别测定达斡尔族/汉族中

老年男/女性血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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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
!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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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按民族和性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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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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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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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中老年男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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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女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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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和汉族中老年人血脂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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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汉族中老年人血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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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性别
: B) 5c+1) +c+1) BU

达斡尔族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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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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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性别
: B) 5c+1) +c+1) BU

汉族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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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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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统计结果表明#达斡尔族中老年人和汉族中老年人血

脂水平有所差异但没有统计学意义)影响不同民族血脂水平

的因素主要有先天性的遗传基因和后天性的生活方式两个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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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代谢异常
$&\

以上由遗传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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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遗传

基因不同#不同的遗传基因控制和影响着不同个体的脂质代谢

过程)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要来自社会环境/个人的经济状况和

生活饮食习惯)达斡尔族人饮食习惯有一定特点#但随着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达斡尔族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饮

食结构/生活习惯也受到了汉族人影响#现在基本和汉族人的

饮食习惯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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