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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宫颈标本采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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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过程中的影响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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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标本采集方法的规范化操作对膜式液基薄层细胞学"

1!1

#检测过程中的影响及应用$方

法
!

对门诊就诊需做
1!1

检测的
('C,

例患者进行分组!一组
',BC

例为用规范化标本采集方法操作的标准组!另

一组
'B)C

例为较为随意的对照组进行
1!1

检测!通过对制作出玻片中的标本满意度及细胞量的多少进行比较分

析$结果
!

标准组中不满意和细胞量小于
B***

的有
A)

例"

)8B(V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

例"

,8ACV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8*'

#$结论
!

规范化宫颈标本采集方法可降低
1!1

检测的不满意率!对减少不必要的人力及

物力浪费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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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膜式液基薄层细胞学$

1!1

%技术的广泛推广和应用#

宫颈病变的诊断水平不断进步#宫颈癌前病变阳性检出率得到

很大的提高)但这毕竟是一项新技术#对于假阴性的报道仍然

有较多)原因涉及有许多方面#其中采集方法的不确定性*不

满意标本的出现成为最主要因素)本文就规范化采集标本对

整个检验过程中影响来进行探讨)

$

!

资料与方法

$8$

!

研究对象
!

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
('C,

例来本

院做
1!1

检测患者#年龄
':

!

:B

岁#平均$

(A8(P:8:

%岁)

$8/

!

实验仪器及试剂
!

仪器!美国塞迪新柏氏
1!1)***

处

理器)试剂!美国赛迪
10&$/2#

G

细胞保存液)

$8'

!

方法
!

将
('C,

例患者分为两组#一组
',BC

例为标准

组#由临床医师通过规范化操作采集标本(另一组
'B)C

例为

对照组#由临床医师通过较为随意的方法采集标本)规范化操

作!临床医师先用棉签粘除患者宫颈管上附着过多的黏液#不

可用力擦)再将细胞刷置入宫颈管内#达宫颈外口上方
'*JJ

左右#用适当的外力在宫颈管内旋转
(,*_

#并朝一个方向转
'*

圈#继而取出)将附着在小刷上的标本置于细胞保存液中#用

适当的外力反复地将细胞刷推入保存液小瓶底#迫使刷毛全部

散开来#共
'*

次)最后#在溶液中快速地转动细胞刷#以进一

步地将其上的细胞标本漂洗下来#弃去细胞刷#送检)随意化

操作!临床医师只是简单地接将细胞刷置入宫颈管内#达宫颈

外口上方
'*JJ

左右#用适当的外力在宫颈管内朝一个方向

旋转几圈#继而取出)将附着与小刷上的标本置于细胞保存液

中#用适当的外力反复地将细胞刷推入保存液小瓶底#迫使刷

毛全部散开来#弃去细胞刷#送检)将所送检标本不经过预处

理直接上机制片*染色#并按
1RQ

标准+

'3(

,进行诊断)

/

!

结
!!

果

满意度判定标准为满意!细胞量大于
C***

#足够量颈管柱

状上皮细胞团$

)

团#每团至少
B

个细胞%或有移行区细胞成分

$化生细胞%)基本满意!细胞量大于
B***

#足够量颈管柱状上

皮细胞团$

)

团#每团至少
B

个细胞%或有移行区细胞成分$化

生细胞%)不满意!细胞量小于
B***

#无颈管柱状上皮细胞团

或有移行区细胞成分$化生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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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

标准组不满意标本
A)

例#占
)8B(V

#对照组

不满意标本
@@

例#占
,8ACV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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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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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8$

!

通过规范化标本采集方法的标准组无论是标本满意度或

细胞量都优于未规范化采集方法的对照组)这说明规范化标

本采集方法可减少黏液或血液停留在玻片的量#尽可能地令更

多的细胞及可疑阳性细胞附着于玻片上#对提高阳性细胞的检

出率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临床医师因充分重视规范化标本采

集方法#避免由于嫌一时的麻烦而造成细胞量较少或可供诊断

的细胞缺如导致诊断困难#从而造成假阴性的出现)又可避免

由于黏液或血液较多增加病理医师须对其进行标本的预处理

的工作量或避免由于可供诊断的细胞量太少而需重新取材#造

成不必要的人力及物力浪费)

'8/

!

1!1

仅是一种细胞学的制片设备#是制片的机器#这决

定了它需要执行严格的质控标准)质控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质

量保证$

U-

%和质量控制$

U!

%)质量保证包括人员*设备*规

章制度等诸方面的硬指标)质量控制则包括标本质量及诊断

质量两方面的技术和制度保证)规范化标本采集是质量控制

中标本质量的前提条件)近年来发表的膜式液基薄层细胞制

片装置提高阳性率的文献分析原因时#无一例外强调取材的重

要性)单纯由于使用机器而提高阳性率的概率则很低+

A3C

,

)

'8'

!

1!1

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广泛使用#但在我国尚未普

及#其主要原因就是设备和耗材昂贵#不符合我国国情#不利于

大规模普查)现在部分国内厂家也已经研究开发出价格低廉

的液基薄层膜式细胞检测仪和相配套耗材)虽然其对黏液及

血液的处理能力不及进口耗材#但经过技术革新后#只要临床

医师通过规范化采集方法操作及经过冰醋酸和
/2#%#2D#

!

+

>1SQ<;F>&<$

混合液处理后就可最大限度减少黏液及血液

对其制片的影响#其制片质量可与进口耗材液基细胞学制片相

媲美+

C3'*

,

)相信随着国内产家技术力量的不断雄厚#其产品必

能凭借低廉的价格和高质量的制片效果普及广大基层医院#从

而有利于大规模的健康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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