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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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达几十种分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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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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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中药制剂）治疗高危人乳头瘤感染疗效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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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治疗高危人乳头瘤感染临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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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在治疗高危人乳头瘤感染临床效果如何。方法：选取该院妇科门诊����年�月—����年�月
确诊为高危人乳头瘤感染，宫颈活检为低级别病变，年龄��到��岁无生育要求的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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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行/((3手术，实验组应用行/((3手术�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治疗，分别统计两组
治疗前后疗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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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3术后加用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治疗高危人乳头瘤感染临床
效果患者中，其恢复率更高，疗效优于单纯用/((3手术，值得临床医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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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资料与方法

2.1�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妇产科门诊 ����年 �月至 ����年 �月确诊为高

危人乳头瘤感染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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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婚；实验组患者年纪为 ��a��岁，平

均（�����±����）岁，病程 �a��个月，平均（����±����）个月，

均已婚。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纳入标准：①根据实验室及病理学检测符合高危人乳头

瘤感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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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临床上使用多种治疗方式，药物如大青叶、宫颈炎康

栓类、膦甲酸钠等，也可采用冷冻、光疗技术。上述治疗效果

需要进一步证实 ���。对照组组选用膦甲酸钠，实验组选用幽洛

清抗病毒凝胶，与膦甲酸钠的疗效对比。实验组患者使用幽洛

清抗病毒植物凝胶，避开月经期，睡前用药，用药前清洗外阴，

直接将抗病毒凝胶涂抹宫颈口处，每天用药 �次，连续使用 �G

休息 �G。疗程 �个月结束，休息 �个月复查。两组分别在用药

后 �月、�月、�月、�月、�月后来院进行复查，主要为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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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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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 例（%）]

组别 Q（例）
平均年纪

（岁）

平均病程

（月）
已婚（例）

对照组 �� �����±���� ����±���� ��

实验组 �� �����±���� ����±���� ��

W值 — ���� ���� ����

S值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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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W值 — ����� ����� ����� �����

S值 — ����� ����� ����� �����

4�结语

高危型 +39感染通常是没有症状的，在大多数国家，

+39感染非常常见，它是世界上第一大传染疾病。全世界每

年有约 ���a���的新发病例。虽然大部分妇女 +39感染期

比较短，一般在 �a��个月左右，但仍有大约 ��a���的 ��

岁以上的妇女有持续感染的情况，这些持续感染 +39的妇

女，患子宫颈癌的风险更高 ���。过去，因缺少副作用小且有

效的抗 +39中成药，大约 ���的感染者在最初的两年是无

法治愈的，大部分感染了 +39的妇女将会发展为轻度宫颈损

伤，而大多数轻度损伤都是可以自动恢复的。有研究表明约

有 ���的 +39感染者将会在两年内发展为重度损伤，而重

度宫颈损伤极有可能发展为恶性癌变，在防治这方面仍然缺

乏有效的措施。本研究显示 /((3手术 �幽洛清抗病毒植物

凝胶治疗，优于单纯 /((3手术，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治

疗高危人乳头瘤感染持续感染疗效更好。

综上所述，幽洛清抗病毒植物凝胶治疗高危人乳头瘤感

染方面有较高的疗效，值得临床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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