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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沈阳及其周边地区的皮肤庆患者的流行病学及分子流行病学特点
,

同时对部分患者采用温

热干预疗法进行试验性治疗
,

以明确此疗法的确切疗效
。

材料和方法 (一 ) 实验材料
:

学附属第一临床医院皮肤科门诊诊断为皮肤庆的患者及其皮疹的皮屑
。

( 二 ) 实验方法
:

来自中国医科大

流行病学调杳

采用问卷方式
; 2

.

分子流行病学特点分析
,

对所得皮屑标本提取HPV DNA
,

再使用皮肤型HVP 的通用引物

HVPZ / B S进行 P CR扩增
,

1
.

5%琼脂糖凝胶电泳后紫外凝胶成像系统拍照记录结果
。

3
.

使用自制的可控温式

非接触式小面积加热器进行温热干预疗法
。

结果 1
.

收录沈阳及其周边地区皮肤疵病例 146 例
。

发病无性

别差异
,

但有年龄差异
,

青少年为高发人群 (年龄小于 40 岁的患者占74%)
。

寻常优为最常见表现
,

占

8 7
.

7%
,

其次为丝状洗 ( 占10
.

3%) 和扁平庆 ( 占10
.

3%)
。

足拓
、

手掌
、

面颈部是常见部位
,

占总例数的

9 3
.

8%
。

女性以足部寻常庆最常见
,

占女性患者总人数的54
.

2% ;
其次为手部

,

占29
.

%2
。

而男性则以手部
、

]

常疵最多
,

占男性总人数的37
.

8% ;
其次为足部

,

占29
.

%7
。

.2 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

1 13 例皮屑样本中有74

例标本为HVP DNA 阳性
,

阳性检出率为67
.

%3
。

包括的DNA 型别有HPV一 1
,

2
,

41 人接受温热治疗
,

失访5人
,

剩余36 人中
,

皮疹完全消退的共 16 人 (占44
.

3
,

4
,

10
,

4
_ _

,

5 7等
。

3
.

共

4% )
,

皮疹缩小或部分消退 8人

(占2 2
.

2% )
,

无效 12 人 ( 占33
.

3%)
。

有效率为66
.

%7
。

结论 初步了解沈阳及其周边地区的皮肤疵患者

的流行病学及分子流行病学特点
。

可控温式非接触式局部加热法对于皮肤疵特别是足部庆的治疗有较好的

临床效果
,

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

易于被患者接受
。

分场会发言

尖锐湿庆皮损中TGF一 p l
、

VEGF和 MVD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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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收集确诊的尖锐湿疵患者皮损组织30 例
,

男18 例
,

女 12 例
;
年龄 1S 一 67 岁

,

平均33
.

79 土 6
.

16

岁
。

10例对照组的皮肤取自正常包皮环切病人
。

采用免疫组化SP 法检测尖锐湿统皮损及正常对照组包皮中

GT F一 p l和VE GF的表达以及真皮乳头层的微血管密度
,

所有操作均按试剂盒说明进行
。

采用真彩色病理图像

分析系统 GM2 000对阳性细胞进行分析
。

结果显示GT F一 p l主要表达于胞浆
,

呈棕黄色或棕褐色颗粒状
; VEGF

阳性染色为胞浆棕黄色颗粒状
,

或均匀染色
。

正常包皮均表达 TGF一 p l
,

主要在基底层细胞
,

颗粒层
、

棘层

也有少量表达
; VEGF较弱

,

主要分布于基底层细胞
。

CA皮损中TGF一 p l表达于表皮全层
,

其中以棘细胞层
、

颗粒层表达最强
; VEGF表达较强

,

从基底层到棘层
、

颗粒层阳性表达逐渐增强
。

T GF一 p l
、

VEGF在以中表达

的数密度 (目标个数 /统计场面积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P值均小于 0
.

0 1 )
。

正常包皮组织中
,

真皮浅层的微

血管散在分布
,

数目较少
; CA 皮损的真皮乳头层微血管明显增多

,

且有血管扩张
,

这与尖锐湿疵的病理改

变是一致的
。

CD3 4在CA中表达的面密度 ( 目标面积 /统计场面积 )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 P 0<
.

0 1 ) ; CA组真

皮乳头层 MVD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 P <0
.

0 1)
。

通过直线相关分析显示 TGF一 p l和 VGE F两者呈正相关

( P ( 0
.

0 1)
; VEGF与VM D也呈正相关 ( P <0

.

0 1)
;
而 TGF一 日 1和 MVD 无直线相关性 ( P>0

.

0 5 )
。

在尖锐湿优
`

}
,V l二GF

的高表达可能与真皮中新生微血管的形成和血管扩张有关
。

尖锐湿庆中T GF一 p l可能并不直接刺激血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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