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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对比阴道镜活检与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检测在宫颈病变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中

国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接受宫颈病变筛查的２５６０例已婚妇女为研究对象，其中行阴道

镜活检的妇女５６０例为阴道镜活检组，行 ＨＰＶ检测的妇女２０００例为 ＨＰＶ检测组。将两组检查结果进行对比分

析。结果　阴道镜活检组 ＨＰＶ阳性率为４４．４６％，ＨＰＶ检测组 ＨＰＶ阳性率为４２．５５％，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阴道镜活检的灵敏性为５８．７％，特异性为３５．５％，准确率为５５．２％；而 ＨＰＶ检测的灵敏性为

４８．９％，特异性为２８．２％，准确率为４５．７％，两组特异性及准确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灵敏性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阴道镜活检与 ＨＰＶ检测对宫颈病变诊断均有一定的价值，联合应用能

有效提高检测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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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作为临床上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已成为女性死亡

的一大杀手，近年来呈现高增长率和年轻化的特点［１２］。宫颈

癌发病机制复杂且多变，主要与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有

关，早期进行 ＨＰＶ检测是预防宫颈病变或宫颈癌的关键措

施［３４］。目前临床上宫颈病变筛查的主要手段有宫颈细胞学、

阴道镜活检、ＨＰＶ检测等，不同方法敏感性及特异性有所不

同［５］。本研究比较阴道镜活检与 ＨＰＶ检测在宫颈病变诊断

中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妇产科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行宫颈病变筛查的２５６０例已婚妇

女为研究对象，排除肝肾功能严重障碍、无盆腔放疗史等妇女。

所有妇女年龄２２～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７．５±１０．５）岁，孕次为

０～７次，平均（２．４±１．２）次；产次为０～３次，平均（２．０±１．０）

次。大专及以上学历３３２例（１２．９７％），中学学历１２８０例

（５０％），小学及以下学历９４８例（３７．０３％）。将行阴道镜活检

的５６０例妇女分为阴道镜活检组，平均年龄为（３７．６±１１．０）

岁，平均孕次（２．５±１．０）次，平均产次（２．０±１．１）次。行 ＨＰＶ

检测的２０００例妇女为 ＨＰＶ检测组，平均年龄为（３５．２±１０．５）

岁，平均孕次（２．３±１．３）次，平均产次（１．９±１．０）次。两组妇

女在年龄、孕次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阴道镜活检组妇女检查前３ｄ内无性行为、

非经期，先用无菌棉棒将妇女阴道分泌物及周围皮肤擦拭干

净，准确无误的插入阴道镜，用窥器把宫颈暴露出来，行初步观

察，随后用沾有５％冰醋酸的棉球湿敷宫颈，观察是否存在病

变，若有病变，则仔细观察病变部位、颜色、大小及严重程度。

阴道镜下图像异常，则在此部位取组织活检，若是正常转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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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在鳞柱交界处（３、６、９、１２点）取组织活检；另外赘生物、化

生上皮内伸向宫颈管也要在相应部位活检。ＨＰＶ检测组妇女

检查前３ｄ内无性行为、非经期，把专用取材刷插入宫颈，顺时

针旋转几圈，动作轻柔，把宫颈外口、宫颈管分泌物保存在特制

保存液中，利用二代杂交捕获方法对 ＨＰＶ基因进行测定。之

后两组妇女均行病理学检测，以此作为检查的“金标准”。宫颈

病变病理学分级：ＣＩＮⅠ为轻度不典型增生；ＣＩＮⅡ为中度不典

型增生；ＣＩＮⅢ为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行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妇女阳性结果比较　ＨＰＶ检测组 ＨＰＶ阳性率为

４２．５５％（８５１／２０００），阴道镜活检组 ＨＰＶ阳性率为４４．４６％

（２４９／５６０），阴道镜活检 ＨＰＶ阳性检出率高于 ＨＰＶ检测，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阴道镜活检及 ＨＰＶ检测 ＨＰＶ阳性结果比较

组别 狀
良性病变

（狀）

上皮内瘤样病变

（狀）

宫颈癌

（狀）

总计

［狀（％）］

阴道镜活检组 ５６０ １８０ ６６ ３ ２４９（４４．４６）

ＨＰＶ检测组 ２０００ ６２５ ２２３ ３ ８５１（４２．５５）

２．２　阴道镜活检与 ＨＰＶ检测灵敏性、特异性、准确率对比　

病理学检测显示，２５６０例已婚妇女中，ＣＩＮⅠ患者１０１１例，

ＣＩＮⅡ患者９８１例，ＣＩＮⅢ患者１７１例，真阳性率８４．５％。阴道

镜活检的灵敏性为 ５８．７％，特异性为 ３５．５％，准确率为

５５．２％，而ＨＰＶ检测的灵敏性为４８．９％，特异性为２８．２％，准

确率为４５．７％，两组特异性及准确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而灵敏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阴道镜活检与 ＨＰＶ检测灵敏性、特异性、

　　　准确率对比［狀（％）］

组别 灵敏性 特异性 准确率

阴道镜活检组 １２７１（５８．７） １４１（３５．５） １４１２（５５．２）

ＨＰＶ检测组 １０５８（４８．９） ５０９（２８．２） １１７０（４５．７）

χ
２ ０．３０７９ ４７．６６７４ １２．９８６０

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宫颈病变或宫颈癌主要由 ＨＰＶ感染引起，特别是高危型

ＨＰＶ，是导致女性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早期进行 ＨＰＶ

筛查至关重要［６］。本研究中２０００例已婚妇女进行了 ＨＰＶ检

测筛查，ＨＰＶ阳性率为４２．５５％，以上皮内瘤样病变感染为

主。临床试验表明轻微型 ＨＰＶ感染症状不是很明显，可自动

清除，但高危型 ＨＰＶ极可能导致宫颈病变或浸润癌，为此行

ＨＰＶ检测后可根据 ＨＰＶ感染类型判断检查对象的发病风险

度［７８］。阴道镜检查主要是利用反射原理，光线穿过上皮细胞

后射入基质，经反射形成图像。由于阴道镜可以把宫颈上皮放

大１０～４０倍，因此可以清晰明了地观察到患者宫颈表面的血

管形态、颜色、边界等，同时经５％冰醋酸试验可以有效显示病

灶范围，便于病理组织活检，提高阳性检出率［９１０］。

ＨＰＶ感染是子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主要原因。因此，许

多学者提出检测 ＨＰＶ感染作为宫颈癌的筛查。近年来的研

究表明，ＨＰＶＤＮＡ 检查是公认的宫颈癌筛查实用程序。

ＨＰＶ检测是３０岁以上老年妇女与早期子宫颈癌的筛查方法，

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证［１１］。在我国 ＨＰＶ检测和液

基细胞学检查相结合是最佳的解决方案，这可提高灵敏性和阴

性预测值，减少漏诊。本研究结果显示，阴道镜 ＨＰＶ感染率

为４４．４６％，比 ＨＰＶ检测阳性检出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由此可见 ＨＶＰ检测、阴道镜活检在宫颈病变诊

断中均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两者联合检测可提高宫颈病变检出

率，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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