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碱性非糖化)低相对分子质量$

%(8(Y%$

(

%蛋白质'

+

N

<+

可由机体所有有核细胞产生#其产率恒定#健康

人体内循环中的
+

N

<+

仅经肾小球滤过并在近曲小管

完全重吸收分解'因此#血清
+

N

<+

水平由
,P7

决

定#而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如饮食)性别和年龄等%的

影响#其血清水平高)检测方法简单#是一项反映
,P7

变化的理想内源性标志物*

%"

+

'

综上所述#尿
E5-V

)血清
"

"

/4,

和
+

N

<+

已被

广泛应用于评估各种原发性或继发性肾功能损伤#是

0.2

早期肾损伤较为敏感的指标#联合检测能提高

0.2

早期肾损伤筛查的敏感度#对诊断
0.2

早期肾

损伤有重要临床警示作用'但如何建立健全三级妇

幼保健网)开展围生期保健工作和合理指导孕妇休息

和饮食#进而防治
0.2

早期肾损伤#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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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现状及结果分析

杨怡艳%

!吴山强"

'

广西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

%8

检验科&

"8

生殖中心!广西梧州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
%($?

例女性人乳头瘤病毒#

02T

$感染现状及其基因型分布情况"方法
!

对
%($?

例

女性宫颈脱落细胞样本进行
02T/.U5

检测!按年龄将研究对象分为
&

($

岁组%

$

($

!

'$

岁组%

$

'$

!

!$

岁

组和
$

!$

岁组!并对
02T

感染病例的年龄分布及基因型进行分析"结果
!

%($?

例受检女性
02T

感染率为

(#8)$c

#

!$#

)

%($?

$!其中
$

!$

岁组感染率高于其他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

!$#

例
02T

感染

者以单一感染多见!占
&?8(#c

&多重感染占
"(8?"c

"

02T

高危型前
!

种亚型依次为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分别占
%%8$(c

%

?8&'c

%

!8!%c

%

"8)%c

%

%8))c

"结论
!

广西梧州女性
02T

感染

以单一感染为主!老年女性应作为宫颈癌筛查的重点人群"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

!

基因分型&

!

宫颈癌

中图法分类号"

7&(&8((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

$

%(/%#)?/$(

!!

在全世界范围内#宫颈癌是女性的第四大恶性肿 瘤#其中
#!c

的病例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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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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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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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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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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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宫颈癌新发病例数估计为
)8#)

万#死亡人数

约
(8$!

万#发病率和病死率呈上升趋势*

%

+

'人乳头瘤

病毒$

02T

%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主要原因#目前

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将
02T/.U5

检测列为

宫颈癌筛查的必检项目#并已经列入宫颈癌诊断防治

指南*

"

+

'在全国同一省份不同区域
02T

感染甚至呈

现不同的感染率*

(

+

#为了解女性
02T

感染现状及其

与年龄的相关性#本研究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受检女性
02T/.U5

分型检测结果

进行回顾性分析#为本地区
02T

感染及宫颈癌的预

防和控制提供临床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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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

!

&'

岁#平均$

'$8(#̂ %%8!#

%岁'

$8/

!

仪器与试剂
!

基因扩增仪为上海宏石
]-5U)?

#

全自动核酸分子杂交仪为
Pdd/(

型分子杂交仪#

02T

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为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

$8'

!

方法

$8'8$

!

标本采集
!

妇科医生采用窥阴器暴露宫颈#

用宫颈刷置于宫颈口#顺时针旋转
'

!

?

周以获取足

量的上皮细胞#然后取出宫颈刷置于
"E-

提取液的

无菌试管中'若标本黏液过多或含有过多血液应该

重新采集标本'

$8'8/

!

标本处理
!

按照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02T

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U5

提取'

$8'8'

!

聚合酶链反应$

2+7

%扩增
!

取处理后的核酸

!

%

-

加入
2+7

反应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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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数秒离心

后#上机'扩增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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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定
!

进行
02T

基因分型
"#

项检测#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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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高危型$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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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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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疑似高

危型$

02T"?

)

02T!(

)

02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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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低危型$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

$8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8$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不同年龄组
02T

阳性检出情况比较
!

见表
%

'

%($?

例标本中检出
02T

阳性
!$#

例#感染率为

(#8)$c

#

$

!$

岁组感染率最高#与其他年龄组感染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

/8/

!

02T

基因型感染的多重分布
!

见表
"

'本地区

!$#

例女性
02T

感染以单一感染多见#占
&?8(#c

(

多重感染占
"(8?"c

'

表
%

!!

不同年龄组
02T

阳性检出情况比较

组别
&

阳性$

&

% 阳性率$

c

%

&

($

岁组
"!! )' (?8#?

$

($

!

'$

岁组
'#) %#' (&8?(

$

'$

!

!$

岁组
(#" %($ ('8$(

$

!$

岁组
%#$ %$$ !!8!?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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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T

基因型感染的多重分布#

&W%($?

$

感染情况 检出人数$

&

% 感染率$

c

% 阳性构成比$

c

%

单一感染
(## ")8&% &?8(#

双重感染
%$? #8%" "$8#&

三重感染
%" $8)" "8(?

三重以上感染
" $8%! $8()

/8'

!

02T

高危型前
!

种亚型分布
!

见表
(

'本地区

女性
02T

高危型前
!

种亚型依次为
02T!"

)

02T%?

)

02T!#

)

02T!%

)

02T!?

#感 染 率 分 别 占
%%8$(c

)

?8&'c

)

!8!%c

)

"8)%c

)

%8))c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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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女性
02T

高危型前
!

种亚型分布#

&W%($?

$

高危型
阳性人数

$

&

%

总感染率

$

c

%

单一感染人数

$

&

%

感染率

$

c

%

02T!" %'' %%8$( %$? #8%"

02T%? ## ?8&' &? !8#"

02T!# &" !8!% !# '8''

02T!% (# "8)% %# %8(#

02T!? "? %8)) %$ $8&&

'

!

讨
!!

论

!!

依据不同型别
02T

致宫颈癌发生危险性的高低

程度)可将
02T

分为低危型)疑似高危型和高危型#

其中低危型感染主要表现为外阴和宫颈疣状病变*

'

+

#

一般不会导致癌变发生(生殖道高危型
02T

持续感

染是女性宫颈癌发病的重要因素#它破坏
*1%&

"

*;9

C

免疫应答平衡#增加肿瘤标志物分泌#促进宫颈癌患

者临床分期及病理分级的进展*

!

+

#因而对女性
02T

感染及基因型分析尤为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

%($?

例女性
02T

感染率为

(#8)$c

$

!$#

"

%($?

%#

!$#

例
02T

感染者以单一感染

为主#阳性构成比占
&?8(#c

'感染的
02T

基因分

型中 除 国 内 最 为 常 见 的
02T%?

以 外#

02T!"

)

02T!#

)

02T!%

和
02T!?

是最主要的高危型别#这

!

种
02T

基因亚型阳性患者在宫颈癌的防治工作中

需密切随访并予以高度重视'

02T

高感染率会给女

性带来更大的宫颈癌发病风险#尤其是
$

!$

岁年龄段

的女性#其感染率远远高于
&

!$

岁年龄段女性#这可

能与女性进入绝经期后自身免疫力下降及阴道微生

态变化有关#尤其是细菌性阴道病)外阴阴道假丝酵

母菌病和乳酸杆菌异常是宫颈高危型
02T

感染的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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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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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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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因素*

?

+

'因此#应重视该年龄段女性宫颈癌的筛查

及防治教育工作#尤其是提高农村女性对
02T

的认

识*

&

+

#在性$工作%生涯初期#促进
02T

疫苗接种可能

是预防
02T

感染和疾病的有效方法*

#

+

'

宫颈癌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
02T

感

染者的治疗主要是靠其自身的免疫力发挥作用#疫苗

的开发和利用可降低其感染率'因此#了解并掌握

02T

感染现状#为女性的健康积极开展公众健康教

育#定期进行
02T

检查#及时发现宫内病变并及时治

疗#有利于预防宫颈癌和宫颈上皮内病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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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
+

反应蛋白及血脂指标在脂肪肝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朱如月!肖晓晨!王莳萍

昆山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苏州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超敏
+

反应蛋白#

1</+72

$%三酰甘油#

*,

$%总胆固醇#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0.-/+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在脂肪肝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脂肪肝患者
%%"

例作为试验组!选择同期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所有研究对象
1</+72

和血脂指标#

*,

%

*+

%

0.-/+

%

-.-/+

$进行检测并分析"结果
!

试验组
1</+72

%

*,

%

*+

%

-.-/+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0.-/+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中度脂肪肝

患者
1</+72

%

*,

%

*+

%

-.-/+

水平明显高于轻度脂肪肝患者!

0.-/+

水平明显低于轻度脂肪肝患者!而重度

脂肪肝患者
1</+72

%

*,

%

*+

%

-.-/+

水平明显高于中度脂肪肝患者!

0.-/+

水平明显低于中度脂肪肝患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结论
!

联合检测
1</+72

%

*,

%

*+

%

0.-/+

%

-.-/+

水平!有利于脂肪肝的早

期临床诊断和判断病情严重程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超敏
+

反应蛋白&

!

血脂指标&

!

脂肪肝

中图法分类号"

7!&!8!

&

7''?8%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

$

%(/%#)#/$(

!!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的饮食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我国脂肪肝人群

发病率呈逐渐增高态势*

%

+

'据报道#部分地区脂肪肝

发病率甚至已接近
"$c

#其危害性仅次于慢性乙型病

毒性肝炎*

"

+

'脂肪肝进一步迁延发展为肝纤维化#继

而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严重者会危及患者生命#

给患者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和社会负担*

(

+

'通常情

况下#脂肪肝早期并无明显临床症状#早期识别和干

预比较困难'如果能早发现)早治疗则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脂肪肝大多伴有血脂代谢异常及慢性炎性反

应'本研究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就

诊的
%%"

例脂肪肝患者及同期
%%"

例健康体检人员

的超敏
+

反应蛋白$

1</+72

%)三酰甘油$

*,

%)总胆固

醇$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

%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就诊的
%%"

例脂肪肝患者作为试验组#年龄
"(

!

#"

岁#平均$

'#8?̂ &8&

%岁(另选择同期
%%"

例健康体

检人员作为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8(̂

&8)

%岁'所有研究对象都经医院道德伦理委员会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研究对象在年龄)性别)

体质量指数)男女构成比等一般人口学资料方面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8$!

%#具有可比性'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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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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