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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人乳头瘤病毒（+XPDQ�SDSLOORPDYLUXV，+39）是一种

具有种属特异性的嗜上皮性病毒，有高度的特异性。已知的

+39是一种没有囊膜的 '1�病毒，可引起人类良性的肿瘤

和疣。

在临床上，+39多达两百多种分型，不同的分型可以导

致不同的疾病。根据 +39亚型致病力大小或致癌危险性大小

不同，可将 +39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两大类。高危型 +39

除可引起外生殖器疣外，更重要的是引起外生殖器癌、宫颈

癌及高度子宫颈上皮内瘤，病毒侵入人体后，停留于感染部

位的皮肤和粘膜中，不产生病毒血症。在感染病灶出现 �a�月，

血液中针对感染病毒产生了相应的抗体，��种高危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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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在治疗宫颈+39高危持续感染疗效及安全性如何。方法：选取该院妇产科门诊����年�月—
����年�月确诊为宫颈+39高危持续感染的患者��例，根据随机对照原则将患者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人数分别为��例。对照
组使用传统抗+39疗法即应用干扰素栓，实验组应用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治疗，分别统计两组治疗前后疗效，及治疗后的
安全性。结果：两组治疗前阴道分泌物细胞因子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实验组阴道细胞因子表达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值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幽洛清抗病
毒植物凝胶治疗宫颈+39高危持续感染患者中，疗效均优于传统抗+39药物，其安全性也与传统药物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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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和 ��型，主要导致高度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和宫颈

癌的发生，用核酸杂交方法检出癌组织中 +39�'1�阳性率

高达 ������。传统大多为西药类如干扰素，其副作用可能不

能保证，至今未找到一种高效且副作用小的中成药来攻克此

难题，论文将对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一种新型的中药制剂）

治疗宫颈 +39高危持续感染疗效及安全性进行论述。

2�一般资料与方法

2.1�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妇产科门诊 ����年 �月—����年 �月确诊为

宫颈 +39高危持续感染的患者 ��例，根据随机对照原则将

患者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人数分别为 ��例。对照组感染

+39患者年纪为 ��a��岁，平均（�����±����）岁，病程

�a��个月，平均（�����±����）个月，未婚 ��人，已婚 ��人；

实验组患者年纪为 ��a��岁，平均（�����±����）岁，病程

����个月，平均（����±����）个月，未婚 �人，已婚 ��人。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

纳入标准：①根据实验室及病理学检测符合高危 +39

感染患者；②依从性好的治疗患者，并能随时配合医生用药

患者；③有性生活史的女性，年纪 ��a��岁。

纳排标准；①怀孕或哺乳期女性；②严重脑部或精神障

碍者；③重大心血管疾病或有基础糖尿病及高血压患者；④

肝肾功能异常衰竭者。

本研究经国家伦理委员会批准，所以项目均由患者及家

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2.2�方法

对照组用干扰素进行外用治疗，睡前清洁外阴，给予 �

粒干扰素置入阴道，�次 �G，治疗 ��G停药，共使用 �个月

经周期，用药期间禁止性生活。

实验组患者给予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同上避开月经期，

睡前用药，用药前清洗外阴，将凝胶推入宫颈部位，连续用

�G，�只 �G，休息 �G，休息期间使用幽洛清修护凝胶，方法同上。

连续用药 �个月，停药 �个月后复查。两组分别在用药后 �月、

�月、�月、�月、�月后来院进行复查，主要是恶性细胞因子检测，

包括白细胞介素 ��（,/��）、白细胞介素 ��（,/��）、肿瘤坏死

因子 �α（71)�α）、γ�干扰素（,)1�γ）表达。

2.3�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6366��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检验，用（ V±�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用率（�）

表示。以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①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由年纪、

病程及已未婚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值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 1�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例（�）]

组别 Q（例）
平均年纪

（岁）

平均病程

（月）
已 �未婚（例）

对照组 �� �����±���� �����±���� �����

实验组 �� �����±���� ����±���� ����

�值 — ���� ���� ����

�值 — ＞ ���� ＞ ���� ＞ ����

②两组治疗后疗效比较，治疗前后分别比较两组宫颈分

泌细胞因子分泌情况，治疗前两组细胞因子分泌差异值无统

计学意义（�＞ ����），治疗后实验组细胞因子转阴例数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值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 2�两组治疗后细胞因子转阴对比

组别 例数

（,/��）

转阴 �阳

性

（,/��）

转阴 �阳

性

（71)�α）

转阴 �阳性

（,)1�γ）

转阴 �阳

性

对照组 ��
�����

（�����）

�����

（�����）

�����

（�����）

�����

（�����）

实验组 ��
����

（�����）

����

（�����）
����（�����）

����

（�����）

�值 — ����� ����� ����� �����

�值 — ����� ����� ����� �����

③两组治疗安全性比较，实验组用药期间出现并发症

患者与对照组对比，差异值无统计学意义（�＞ ����），

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安全性同传统抗 +39 药物有较高的

安全性 ���。

4�结语

综上所述，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治疗宫颈 +39高危

持续感染方面有较高的疗效，安全性值得肯定，适合临床推



��

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4 卷·第 6期·2021 年 6 月

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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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时 +&9�51�阳性检出率为 ������定量值 ��a��

时阳性检出率为 �������定量值不小于 ��时阳性检出率为

������，随着抗 �+&9 定量值的增加，+&9�51�的阳性率

也在不断地上升。+&9�51�检测过程较为复杂，且成本较

高 ����，并且较抗 �+&9检验其检验符合率比较低。但是，随

着抗 �+&9定量值的增高，其检验效果也会有一定的提升，

因此能够为丙肝的检验提供一定的参考。核酸技术的应用能

够缩短窗口期，在输血相关领域大大降低了经输血传播传染

病的风险。(/,6�检测抗 �+&9操作较为简单，费用较低，

但窗口期容易出现漏检，且特异性较低，易造成假阳性 ����，

在对丙肝检验时可以通过对抗 �+&9和 +&9�51�联合检测

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检验的准确性，提升检验数据的可靠性 ����。

5�结语

综上所述，无偿献血人群中丙肝病毒的携带情况相对较

低，切实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是保证血液安全的关键。因此，

我们更应该从人员培训、设备，试剂来提高我们的检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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