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首都食品与医药   2019年4月下

临 床 医 学

河南濮阳东方医院（457000）刘慧芳

重组人干扰素α-2b与微波治疗治疗宫颈HPV感染的疗效比较

摘要：目的 探讨重组人干扰素α-2b与微

波治疗宫颈HPV感染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

取我院收治的120例宫颈HPV感染患者，随

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60例，对照组单

独采用微波治疗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

应用重组人干扰素α-2b凝胶，比较两组

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

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实

验组的流血持续时间和排液持续时间也均

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在治疗后6

个月，实验组患者的HPV转阴率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结论 重组人干扰素

α-2b联合微波治疗宫颈HPV感染，疗效显

著，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值得临床广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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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炎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一种

疾病，多发于育龄期女性群体。本研究对

我院收治的宫颈HPV感染患者120例，探究

重组人干扰素α-2b配合微波治疗的临床

效果及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16年2月～2017年2

月在我院手收治的宫颈炎合并HPV感染患

者120例，按照随机表法分为实验组（60

例）和对照组（60例），经诊断均符合宫

颈炎合并HPV感染的临床症状。本研究已

通过我院相关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且

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实验组年

龄29~57（44.63±12.62）岁；病程4.5个月

~3年，平均（15.6±5.03）个月。对照组

33~57岁，平均（42.63±10.65）岁；病程

5个月~3年，平均（13.98±6.01）个月。

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微波治疗。患者

月经干净后7d到医院就诊，进行常规的消

性中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且有低年龄化的

趋势，引起医学的广泛关注[2]。对于宫颈

炎治疗，目前临床上多采用手术与非手术

两种方式，微波治疗能通过微波发生器发

射特定波长，瞬时产生高热，击死病变组

织的蛋白，之后生长出新的组织细胞。多

数研究表明，单一的微波治疗不能达到彻

底杀死HPV，根治宫颈炎的目的，影响患

者的预后恢复。本研究针对宫颈HPV感染

患者，采用重组人干扰素α-2b与微波治

疗治疗，一方面能发挥干扰素的光谱抗病

毒作用，另一方面还能实现人工干扰素在

患者的阴道快速溶化，让药物与患者的

宫颈口和阴道充分接触，加速炎症的消

退。结果显示，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

总有效率为98.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8.33%(χ2=19.440，P＜0.05)，实验组的流

血持续时间和排液持续时间也均明显短于

对照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 <0.05）。

在治疗后6个月，实验组患者的HPV转阴

率为91.67%，明显优于对照组的63.33%

（P <0.05）。

综上所述，针对宫颈炎合并HPV感染

患者，采用重组人干扰素α-2b凝胶联合

微波治疗，可以促进宫颈糜烂尽快愈合，

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并且临床疗效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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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清洁后，对患者暴露的宫颈处进行微波

（规格：武汉市众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灼烧20min左右，至糜烂部位结痂为宜。

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将重组人

干扰素α-2b 凝胶加入专用的一次性推进

器，轻轻注射至患者的阴道内，推出的干

扰素凝胶覆盖在宫颈创面处。持续治疗10 

d，叮嘱患者术后两个月禁行性生活。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标准 ①临床疗效 参

照宫颈糜烂疗效评价标准，治愈：患者的

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宫颈糜烂面较治疗

前缩小2/3；显效: 患者的临床症状部分缓

解，糜烂面积缩小1/3~1/2；无效: 患者的

临床症状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善，甚至加

重。②HPV感染疗效评价，参照HPV感染

疗效评价标准[1]。③统计术后患者的阴道

流血和排液持续时间。

1.4 统计学分析 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用t 检

验，定性资料以（n，%）表示，用χ2检

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效果 治疗后，

实验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98.33%，明显高

于对照组的68.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9.440，P ＜0.05)。

2.2 两组术后阴道流血和排液持续时间比

较 治疗后，实验组的流血持续时间和排液

持续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达到显

著水平（P <0.05）。详见附表。

2.3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HPV转阴

率 治疗结束后6个月，实验组患者的HPV

转阴率为91.67%（55/60），明显优于对照

组的63.33%（33/60）（P <0.05）。

3 讨论

近年来，宫颈炎合并HPV感染在女

附表 两组术后阴道流血和排液持续时间比较(x±s,d)

组别 例数 流血持续时间 排液持续时间
实验组 60 2.61±0.72 2.81±0.16
对照组 60 4.17±0.13 4.80±0.53

t - 16.52 27.84
P -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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