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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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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比较人乳头瘤病毒"

(2V

$

5PW+

检测法与液基制片细胞学检测法在宫颈癌前病变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

将
!%%

例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集的宫颈病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予以
(2V5PW+

法和液基制片法检测!比较

(2V5PW+

法和液基制片法在宫颈癌前病变检测中的准确性%结果
!

采用
(2V5PW+

检测法的检测阳性率为
&#-\

!液基制片

法为
L#-\

!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以宫颈上皮内瘤变"

)RW

$

(

级为癌前病变的诊断标准!

(2V5PW+

检

测法筛查宫颈癌前病变的符合率为
L%#%\

!液基制片法为
'"#!\

!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并且
(2V5PW+

检测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液基制片法%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Ta)

$统计分析显示!

(2V5PW+

法&液基制片法和
(2V5

PW+

联合液基制片法这
.

种检测方法的曲线下面积"

+S)

$分别为
%#&$"

!

%#&"-

和
%#L$&

%结论
!

(2V5PW+

联合液基制片法

是宫颈癌前病变检测较为敏感和准确的方法%

关键词"宫颈癌前病变#

!

人乳头瘤病毒#

!

液基细胞学#

!

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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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妇女最为常见的生殖道恶性肿瘤#宫颈癌前病变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降低宫颈癌发病率和提高患者生存率的

关键)以往#巴氏涂片法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宫颈癌和癌前病

变的筛查#降低了宫颈癌的病死率和发病率)但是#巴氏涂片

法由于假阳性较高'

"

(

#在临床防治宫颈癌的效果不佳)目前已

经应用于临床的宫颈癌病变筛查方法为液基制片法和人乳头

瘤病毒$

(2V

&

5PW+

检测法#它们均取代了传统的巴氏涂片

法)液基制片法是对细胞学标本的采集以及玻片制备的重大

改进#而
(2V5PW+

检测是从病因学的角度对宫颈癌病变进

行筛查)两者的方法显著不同#目前两者在宫颈癌和癌前病变

筛查中的作用已有相关报道'

!5'

(

#但是结论不尽相同)本研究

以组织学诊断为金标准#评价液基制片法和
(2V5PW+

检测

法对宫颈癌前病变的筛查价值#以期为提高宫颈癌的早期诊断

和早期治疗#及降低其病死率和发病率提供实验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和住院患者
!%%

例作为研究

对象#其均有病理组织学诊断作为依据)所有患者都进行液基

制片法和
(2V5PW+

法检测)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

'%#'M'#'

&岁#入选标准!$

"

&无宫颈手术既往史%$

!

&术前行

活检病理检测%$

.

&无肝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其

中#有
-!

例为高危型
(2V

感染#

!%

例为低危型
(2V

感染)

$#/

!

方法

$#/#$

!

液基制片法
!

宫颈经窥阴器暴露后#清洁棉球擦拭宫

颈表面的分泌物#采样专用小刷在宫颈管内旋转
.

圈左右#取

出并置入含有保存液的标本收集管内#予以震荡摇晃%加入

%#"\

二碘铬氨酸$

PR7

&消化液后在振荡器上振荡约
!A

#然后

对细胞悬液予以
L%%B

"

G9:

离心
-G9:

%吸弃上清#用
-%\

乙醇

-

&L%!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L

月第
".

卷第
"-

期
!

U@/Q<I)C9:

!

+K

?

K=>!%"$

!

V8C#".

!

W8#"-

"

基金项目!新疆医科大学科研创新基金$

d*P)d!%"-.'

&)

!!

作者简介!闫泓霖#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肿瘤方向的研究)



予以清洗
!

次%加入固定液后置入细胞涂片离心机进行甩片#

制成直径
"#.0G

薄层细胞学片#最后固定并巴氏染色)液基

细胞学诊断!结果均采用
7NO

分级系统#以意义不明的不典型

鳞状上皮细胞或腺细胞的以上病变为细胞学阳性诊断)

$#/#/

!

(2V5PW+

检测法
!

标本的采集方法同液基制片法#

细胞悬液进行
"-%%B

"

G9:

离心
-G9:

#吸弃上清液#采用
6$

孔

板方法#利用高危型肿瘤相关
(2V5PW+

混合探针试剂盒进

行宫颈癌前病变的筛查)

(2V5PW+

基因分型标准!低危型

(2V

病毒亚型共有
-

型#分别为
$

*

""

*

'!

*

'.

和
L"

型%高危型

(2V

病毒亚型共有
"L

型#分别为
"$

*

"L

*

."

*

..

*

.-

*

.6

*

'-

*

-"

*

-!

*

-.

*

-$

*

-L

*

-6

*

$$

*

$L

*

&.

*

L!

和
L.

型)

$#/#'

!

病理学活检检测
!

所有患者均行阴道镜检查#对疑似

宫颈部位予以活检)病理诊断的结果包括正常或宫颈炎*宫颈

上皮内瘤变$

)RW

&

(

级*

)RW

+

级*

)RW

,

级和宫颈癌)以

)RW

(

级认为阳性病变的阈值)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

\

&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

用
HMB

来表示#建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Ta)

&#并计算曲线

下面积$

+S)

&#横轴表示特异度#纵轴表示灵敏度)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阳性率的检测结果
!

液基制片检测组宫颈癌前病变的阳

性率为
L#-\

$

"-

"

!%%

&#

(2V5PW+

检测法的检测阳性为

&#-\

$

"&

"

!%%

&#两组之间阳性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

#

!4%#&"!

&)

/#/

!

宫颈活检的结果
!

(2V5PW+

检测法中宫颈炎
.

例#

)RW

(

级
-

例#

)RW

+

级
&

例%液基制片组中宫颈炎
"%

例#

)RW

(

级
.

例#

)RW

+

级
.

例#

)RW

,

级
"

例)以
)RW

(

级活

检结果为癌前诊断标准#

(2V5PW+

检测组的上皮内瘤变的检

出率为
L%#%\

#液基制片组的上皮内瘤变的检出率为
'"#!\

#

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4'#6&6

#

!4%#%!$

&)见

表
"

*

!

)

表
"

!!

(2V5PW+

检测法与活检病理学法对照

活检结果 阳性例数$

,

&

+O)SO

$

,

&

UORU

$

,

&

+3SO

$

,

&

宫颈炎
. . % %

)RW

(

级
- . " "

)RW

+

级
& - " "

)RW

,

级
% % % %

合计
"- "" ! !

!!

注!

+O)SO

#意义不明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

UORU

#鳞状上皮内

低度病变%

+3SO

#意义不明的不典型腺细胞)

表
!

!!

液基制片法与活检病理学法对照

活检结果
阳性例数

$

,

&

异倍体细胞*异常增生$

,

&

"

!

!

个
'

.

个或异常增生

宫颈炎
"% "% %

)RW

(

级
. ! "

)RW

+

级
. " !

)RW

,

级
" % "

合计
"& ". '

/#'

!

两种筛选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比较
!

(2V5PW+

检测

法检测宫颈癌前病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液基制片法#但

只有灵敏度$

L%#%\DB#'"#!\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4'#

6&6

#

!4%#%!$

&#特异度$

6L#'\DB#6-#%\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4"#.&-

#

!4%#!'"

&)

/#1

!

.

种方法检测宫颈癌前病变的
Ta)

曲线分析
!

(2V5

PW+

联合液基制片法检测的
Ta)+S)

为
%#L$&

#大于单独

(2V5PW+

或液基制片法检测的
Ta)+S)

#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种方法检测宫颈癌前病变的
Ta)+S)

检测方法
+S) !

(2V5PW+

法检测
%#&$" %#%""

液基制片法检测
%#&"- %#%%.

(2V5PW+

联合液基制片法检测
%#L$& %#%%%

'

!

讨
!!

论

!!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改进#对健康体检的越来越重

视#目前妇女自觉至医院进行宫颈癌筛查的数量日益增多)宫

颈癌以及癌前病变的主要筛查方法是宫颈细胞学检查#通过有

效的宫颈细胞学诊断能显著降低妇女宫颈癌的发病率并提高

患者的生存率'

-5$

(

)但寻找一种有效*简单*价廉的宫颈癌或癌

前病变的筛查方法是目前大多数患者所期望的'

&

(

)

近年来#宫颈癌细胞学在取材与制片方面取得了重大改

良#使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检出率显著增加'

L

(

)目前研究表明

高危型
(2V

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必要条件#其会增加妇

女宫颈上皮高度病变发生风险
!-%

!

.%%

倍'

6

(

)

(2V

病变目

前认为是从感染的基底细胞增殖而开始的#通过局部轻微的摩

擦引起的上皮屏障的损伤#有限复层上皮基底细胞暴露于

(2V

病毒中产生的'

"%

(

)在
(2V

感染的年轻妇女中#大多数

是暂时的#时间一般为
"

!

!

年#但是#对于某些高危型的病毒

来说#可能会潜伏
"%

!

"-

年才发展宫颈浸润癌'

""

(

)有研究报

道宫颈细胞学检测联合
(2V5PW+

检测能提高宫颈癌的筛查

敏感度#并且可以使筛查次数降低为每
!

!

.

年
"

次#普查成本

显著降低'

"!

(

)

(2V5PW+

检测方法的临床价值主要体现如

下!$

"

&特异度和灵敏度均较高#操作方便#有利于在临床中广

泛推广%$

!

&能单独应用或者与其他方法联合对宫颈癌进行初

筛#有利于提高检出率#避免镜下活检导致的不必要的损害%

$

.

&由于
(2V

亚型对宫颈上皮致病能力的不同#筛查间隔时

间可随着
(2V5PW+

检测亚型的不同而变化%$

'

&

(2V

检测

可以预测接受手术治疗的宫颈癌前病变患者的术后复发或病

情发展的风险#可以作为术后疗效评估和随访的措施之一)

液基制片法是近年来宫颈细胞学诊断过程中的新技术#其

将物理学技术与现代计算机技术很好的结合#制成的薄层涂片

细胞结构清晰#成分齐全#背景干净#异常的宫颈上皮易于被辨

认#特别是对于那些体积小#细胞数量少的宫颈鳞状上皮内瘤

的高度病变#能显著增加宫颈癌的阳性诊断率#明显降低宫颈

癌的漏诊率#并且减轻了病理科医师阅片时的疲倦感'

".5"-

(

)

有研究报道应用液基制片筛查宫颈癌前病变的有效率达到

6-#%\

以上)液基制片检测法显著改进了巴氏涂片由于血液

和分泌物等因素导致的样本质量不高的不足#降低了假阴性

率)在以往的宫颈癌筛查工作中#液基制片能显著提高癌前病

变细胞的筛查率#降低常规巴氏涂片样本模糊导致的误差#以

便对早期癌变筛出者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

目前于液基制片宫颈细胞学检测与
(2V5PW+

检测在宫

颈癌病变临床筛查的应用价值报道不一)本研究认为#液基制

片组的检测阳性率为
&#-\

#

(2V5PW+

检测组为
L#-\

#两

种方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然后以
)RW

(

级

为癌前病变的诊断阈值#

(2V5PW+

筛查宫颈癌前病变的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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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率为
L%#%\

#液基制片宫颈细胞学检测组为
'"#!\

#两种方

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宫颈癌前病变方面#

(2V5PW+

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液基制片宫颈细胞

学检查)

在本研究中#

Ta)

曲线越是靠近左上角#其准确性就越

高)将各种方法的
Ta)

曲线绘制到同一个坐标内来比较不同

方法对疾病的诊断价值#需要通过计算和比较各个方法的

+S)

#其值越大表示此方法的诊断价值越高)研究结果显示

(2V5PW+

联合液基制片法检测宫颈癌前病变的
+S)

最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
(2V5PW+

联合液基制片法检测

可以作为诊断宫颈癌前病变一个有临床价值的指标#有助于宫

颈癌病变的早期诊断与治疗#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以及降低

其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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