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冲洗液脱落癌细胞的阳性率也越高#

本组病例采取的术中多次冲洗的方法 !能显著

降低腹腔冲洗液中脱落癌细胞的阳性率"降低胃癌的

腹腔转移与复发!关于手术是否增加癌细胞脱落及转

移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完善手术技

术避免或减少癌细胞的脱落!因此术中应严格的遵循

无瘤操作原则!从外周到中央"整块切除病灶及其周

围淋巴结!不可挤压肿瘤!我们术中严格遵循无瘤原

则!研究结果显示肿瘤切除前腹腔冲洗液与切除后腹

腔冲洗液比较
!

%

l4Y(&3"&l4Y3&$!阳性例数虽有

所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4Y4&*!切除术后第

" 次冲洗液的脱落癌细胞阳性结果与切除后第 % 次

比较
!

%

l$Y(%("&l4Y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第 "

次腹腔冲洗液与第 3 次比较
!

%

l'4Y%F&"&l4d444

差异有显著性!说明腹腔冲洗能明显降低腹腔冲洗液

脱落癌细胞阳性率!经多次冲洗后腹腔脱落癌细胞趋

于零!因此术中 JUS检测联合腹腔冲洗!能降低腹腔

癌细胞检出阳性率!降低胃癌腹腹腔扩散!因此腹腔

冲洗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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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估计方法研究

及其在流行形势分析中的应用

徐!鹏!曾!刚!吕!繁

摘!要!目的!研究适合我国艾滋病疫情的高危人群估计方法!并进行流行形势分析!为制定防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方

法!通过试点研究确定不同类别高危人群基数估计的适宜方法# 结果!研究形成了不同类别高危人群基数估计的适宜方法和

流程,确定了适于我国流行特点的疫情估计方法和参数,清晰阐明了我国艾滋病流行现状及特点# 结论!研究形成的方法!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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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掌握现存活感染人数起到关键作用,对艾滋病流行形势有了准确判断,促进了监测系统的完善和检测工作的加强,推动了$四

免一关怀%政策的形成#

关键词!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估计!方法学!流行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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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人群)暗娼"吸毒者"男男性接触"有偿采供

血以及嫖客等*基数是艾滋病流行形势分析和预测

的核心变量之一# %44% 年以前!没有标准的计算方

法!我国一直缺乏可靠的高危人群基数数据!关于中

国艾滋病疫情出现各种相去甚远的判断!因此!如何

全面估计高危人群基数!成为关键技术
."/

#

在相关机构的支持下!课题组开展研究!旨在确

定不同类别高危人群基数估计的适宜方法!研究疫情

估计方法!综合相关数据进行疫情估计和流行形势分

析!为艾滋病防治政策的确定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Y研究对象(确定不同类别高危人群基数估计的适宜方

法,确定疫情估计工具,分析和预测流行形势
.%/

#

%Y研究方法()"*通过试点!研究高危人群基数估计方

法# 制定基数估计初步方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确定基

数估计方法"使用条件"实施要点和注意事项等# )%*系统研

究!确定适合我国疫情特点的估计工具# 系统回顾国内外艾

滋病疫情估计方法!分析评价!确定适用于低流行和聚集流行

地区使用的方法# )3*综合相关数据!分析艾滋病流行形势#

使用病例报告"哨点监测"行为监测数据!专题流行病学调查

数据和疫情估计结果!系统分析全国艾滋病流行形势及变化

趋势
.3/

#

结!!果

一"在试点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类高危人群

基数估计方法及其操作要点

"Y普查法)=/-1[1*和枚举法)/-[I/08:Q2- I/:XG

2.1* ()"*定义及原理(普查法是在短时间段内对一

定范围内目标人群集中活动的场所 )如娱乐场所*

中的所有个体数量进行清点计数# 枚举法是将一

定范围内的场所中的目标人群按照一定特征进行

分层!然后在各层内按照抽样框架对随机抽取的样

本进行计数!将抽取样本的计数结果推广至全层!

获得相应范围内目标人群基数# )%*优缺点及应用

注意事项(这两种方法原理简单!具有相似的优缺

点!一般适用于暗娼人群基数估计# 普查法适用于

地理范围较小的地区,枚举法可通过调查一部分样

本人群而获得与普查法相似的结果# 对于目标人

群难以找到"分布较分散"地理分布复杂多变的地

区!并不适合
.F/

#

%Y乘数法)I[@:QZ@Q/0I/:X2.1*()"*定义及原理(

乘数法是间接估计人群基数的一种方法# 在规定的

时期内!目标人群中接触 )包括就诊"咨询服务"被

抓"网站登录等*相应机构 )性病门诊"妇教所"戒毒

所"同性恋网站等*的人数!乘以同时期该目标人群

)总体*中接触过这些机构者的比例的倒数 )即乘

数*# )%*优缺点及应用注意事项(优点是适用于多

种难以接近的人群!既适用于小范围)区5县*的人群

估计!也可用于大范围的估计# 缺点是乘数法的估计

结果有时难以覆盖目标人群总体,抽样调查获取乘数

时则需要较大的样本量!调查对象可能因隐瞒该行为

造成对人群基数的高估
.&/

#

3Y捕获 >标记 >再捕获法 )=8Z:[0/>I80P >0/G

=8Z:[0/I/:X2.1*()"*定义及原理(最初的模型主要

用于估计野生动物群规模大小!$捕获%一批随机样

本!将它们做标记后放回原栖息地# 然后!$再捕获%

第 % 批随机样本!观察其中来自第 " 批随机样本被标

记的动物数# 假设第 " 次捕获动物数占整群动物数

的比例与再捕获样本中标记动物的比例近似相等#

通常情况下利用两种来源的现有数据进行捕获 >标

记 >再捕获分析# 如对吸毒者人数进行估计时!可以

利用自愿或强制戒毒所的数据与社区居委会掌握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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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者进行对比!找出在两种数据中均出现的吸毒

者!进而利用捕获 >标记 >再捕获公式进行计算
.$/

#

)%*优缺点及应用注意事项(该方法要求条件较高!

研究总体中的个体不应有增加或丢失,保证两次捕获

的样本是在同一研究总体中,研究总体内的每个个体

被抽中的机会均等,两次捕获样本相互独立,能正确

鉴别两次捕获的个体!找出重复 $捕获者%# 在应用

中很难满足全部条件# 从在吸毒人群和男男性接触

人群中研究实例来看!在第 % 次捕获样本中重复捕获

的比例较大!导致估计结果偏低# 在没有更好的方法

时!可以利用该方法进行粗略估计#

FY人群调查法()"*定义及原理(指在一般人群

中随机抽取样本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获得某种行为的

流行率!进而用人口数乘以流行率推算具有某种行为

的人群基数# 常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与调查对象访

谈并填写调查表# 运用人群调查法估计高危人群基

数可与现有的调查项目相结合
.'/

# )%*优缺点及应

用注意事项(人群调查法是在一般人群的基础上随机

抽取样本开展的调查!通常情况下能建立良好的抽样

框架!样本具有代表性!可以在大范围内估计具有高

危行为的人数# 但人群调查法如不能与现有项目结

合!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Y除数法).Q7Q1Q2- I/:X2.1*()"*定义及原理(除

数法的命名是相对于乘数法而言!其本质是将具有某

种行为的人次数转化成人数# 以同性恋场所为例!统

计调查地区内目标人群的所有活动场所一段时间内

的光顾人次数!再通过调查取得目标人群在该时间段

内出入公共场所的平均次数!两者相除即可得出经常

在公共场所出现的目标人群数# )%*优缺点及应用

注意事项(人次数更容易获得!除数法原理简单!应用

相对容易# 如某同性恋网站某段时间内的访问量!或

出入传统同性恋场所的人次数# 如果能获得人次数!

即可通过小型的调查获得调查对象在相应时间内的

平均次数!两者相除即可得到人数# 除数法通常与乘

数法等其他方法结合起来应用
.(/

#

$Y提名法 ) -2IQ-8:Q2- I/:X2.1*( ) " *定义及原

理(提名法是以小部分已知的高危人群为基础!在确

定的时间和地点内让这些人群提名同伴!再对后者进

行调查!由后者进一步提名# 连续逐级提名!反复至

少 3 次!以此推算目标人群基数的一种估算方法# 通

常与乘数法结合应用!获得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所需的

足够样本!进而获得乘数法所需要的乘数
.#/

# )%*优

缺点及应用注意事项(提名法常应用于男男性接触人

群及注射吸毒人群# 这些人群常具有严密的社会网

络!易于提名!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有较多的重复!需要

收集良好的个人鉴别信息以剔除这些重复个体# 研

究显示!至少 3 轮提名所产生的样本在构成上类似于

使用概率法所获得的样本
."4/

#

二"结合中国疫情!改进疫情估计方法并进行疫

情估计

系统回顾国内外艾滋病疫情估计的各类方法!通

过分析评价不同方法的原理"使用条件!结合我国艾

滋病流行特征"资料的可获得性等特点!确定了适于

我国的疫情估计方法
.""/

!即(用 MVDK<VVK作为估

计感染人数的主要方法!用 RJASLDe*及 AJJ)/1:QG

I8:Q2- 8-. Z02a/=:Q2- Z8=P8H/*作为主要方法测算发

病人数和死亡人数#

"Y改进了相关方法的测算范围"人群类别"人群

交叉和参数# ) " * 测算范围的改进( 既往 使用

MVDK<VVK测算疫情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感染人

数测算# 从监测数据可知我国艾滋病感染在不同地

区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吸毒人群感染率为 4 )(46*!

不宜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测算,应以省或地区分别进行

测算!进而得到全国的测算结果# )%*人群类别的改

进(根据我国艾滋病流行的主要人群及其特点!进行

改进(一是加入了既往采供血人群,二是把男男性接

触人群分为城市男男性接触人群和农村男男性接触

人群,三是加入了$既往暗娼人群%,四是以男性性病

门诊就诊者近似代表嫖客中最易感染 ET;的部分人

群,五是单独测算出未覆盖的人群!包括 4 )"F 岁"&4

岁以上人群和经输血传播"母婴传播的人群# )3*人

群交叉问题的解决(由于各类高危人群存在较大的交

叉!在测算过程中剔除了人群交叉造成的重复计算结

果# )F*$RJASLDe*%参数改进(RJASLDe*是基于

艾滋病感染后发病死亡规律进行发病人数和死亡人

数测算# 其发病死亡规律是采用感染后不同年份发

病和死亡的比例# 研究发现我国既往采供血感染

的人群!其发病死亡规律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推

荐的数据不同!因此对其发病和死亡参数进行改

进#

%Y研制和推广了相关方法的使用手册# 在对疫

情估计方法研究和模拟使用的基础上!研制了疫情估

计和预测使用手册!对使用流程"注意事项等进行了

规定!包括(高危人群的界定"方法的选择"数据的准

备和质量评估"数据的录入和标识"人群重叠交叉测

量数据的处理方法"结果的评估和核查"逻辑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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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了用于疫情估计的资料收集工作表!包括$高危

人群基数收集表%"$分地区疫情数据收集表%"$分县

疫情数据收集表%"$人口学指标%等# 使全国 3"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疫情估计工作中按照标准化

的流程和统一的规范进行#

3Y运用相关方法进行疫情估计(%443 年研究结

果显示!中国现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约 (F 万人

)$& 万 )"4% 万人*!全人群感染率为 4Y4'6)4Y4&6

)4Y4(6*# %44& 年研究显示!我国有 ET;感染者和

病人约 $& 万人)&F 万)'$ 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

'd& 万人)$Y& 万 )(Y& 万人*!%44& 年新发生的 ET;

感染约 ' 万人)$ 万 )( 万人*!因艾滋病死亡约 %Y&

万人)% 万 )3 万人*# 同时!分析了现有 ET;感染者

和病人构成"现有艾滋病病人数"因艾滋病死亡人数"

当年新发生的 ET;感染人数和传播途径#

三"综合利用相关数据!分析我国艾滋病流行形

势# 利用病例报告"哨点监测"行为监测数据!专题调

查数据和疫情估计结果!从局部到整体系统地分析全

国艾滋病流行形势!包括流行范围"传播途径"主要人

群感染状况"不同地区感染状况"发病死亡情况"危险

因素现状等
."%/

#

%443 年首次全面"清晰地阐明了我国艾滋病流

行特点!包括(

*

总体低流行!部分地区和局部地区高

流行,

+

流行并不局限与某个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已

出现交叉并向一般人群扩散,

,

正在进入一个艾滋病

发病和死亡的高峰,

-

以吸毒传播为主!性传播构成

上升!既往采供血传播的构成将下降,

.

吸毒及性传

播的危险因素广泛存在# %44F )%44& 年进一步分

析(艾滋病疫情继续呈上升趋势,流行范围广!地区差

异大,3 种传播途径并存!以经吸毒传播为主!但吸毒

和经性传播是新发感染的主要途径,发病和死亡持续

增加,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存在进一步传播

的风险#

讨!!论

"Y对全国及各地掌握现存活的感染人数起到关

键作用# 研究形成了不同高危人群基数估计适宜的

方法及其使用指南!这些方法用于 %443 年"%44& 年

和 %44' 年全国 3" 省)市"自治区*的艾滋病疫情估计

工作!用于全球基金第 3"F"& 轮项目地区)覆盖 %" 个

省"自治区*和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覆盖 "%'

个县5市*主要目标人群基数的估计!使全国各地能

够获得基于客观调查数据和科学方法推算的高危人

群规模数据#

%Y使国内外对中国艾滋病流行形势有了全面"准

确"客观的判断# %443 年疫情估计首次引入现存活

感染者和病人数的概念)此前一直是累计数*!并首

次得出国际社会认可的我国现存活感染者和患者低

于 "44 万)(F 万*的结论# %443 和 %44& 年全国艾滋

病疫情估计结果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同!用于卫生

部"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艾滋

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 )%443*'"&中国艾滋病防治联

合评估报告)%44F*'"&%44& 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

治工作进展'#

3Y推动了我国$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形成# 流行

形势分析结果是制定艾滋病防治政策的主要依据#

%443 年研究显示!疫情估计数与病例报告数差距巨

大!调查发现检测费用高是主要原因!分析结果为

$免费检测%政策的出台提供了重要依据# 根据艾滋

病平均潜伏期推算!在流行较早的地区!大量感染者

已经达到发病期!对$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政策的

出台提供了主要依据# 我国部分地区孕产妇艾滋病

感染率超过 "6"母婴传播增加!这为 $免费母婴阻

断%政策提供了主要依据# 艾滋病的感染及局部地

区病人大量出现并迅速增加!在个别高流行地区!病

人进入了死亡高峰期!将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

研究促进了$为感染者及其家庭提供关怀和救助%政

策的形成#

FY促进了监测系统的完善和加强检测工作的开

展# 课题组在研究和应用过程中!明确了所需的变

量!提出了完善监测系统和加强检测工作的建议# 包

括()"*建立行为监测系统# %44F 年!为全面地掌握

危险行为因素的变化趋势!在一些高危人群和重点人

群中建立了国家级艾滋病相关行为监测系统!监测吸

毒者"暗娼"性病门诊就诊者"男性同性恋者"男性长

途卡车司机和青年学生 $ 类人群# )%*在艾滋病流

行较早"疫情严重地区!加强一般人群的监测!有计划

地设立孕产妇"结核病人"青年学生监测哨点# )3*

开展重点人群艾滋病筛查和专题流调# )F*全面推

广自愿咨询和检测);SL*!提高检测率和发现率!促

进了感染者的及时发现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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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7,I#检测胃癌腹腔冲洗液

IN(Z !#$%的临床意义

盛贤能!刘宏斌!朱万坤!韩晓鹏!苏!琳

摘!要!目的!评估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0/8@>:QI/\@[20/1=/-:̀[8-:Q:8:Q7/0/7/01/:08-1=0QZ:Q2- >Z2@̂I/081/

=X8Q- 0/8=:Q2-! Ch>DL>JSD* 方法检测胃癌腹腔冲洗液沉渣中 SK"# IDb,的表达!探讨其对预测胃癌腹膜微转移的临床意

义# 方法!收集 3$ 例胃癌和 ' 例胃良性病变患者腹腔冲洗液沉渣及临床病理资料!分别采用 Ch>DL>JSD检测腹腔冲洗液沉

渣中 SK"# IDb,的表达,EA染色行腹腔冲洗液细胞学) Z/0Q:2-/8@@878H/=̂:2@2Ĥ!JUS*检查# 结果!胃癌 SK"# IDb,的阳性

检出率为)%353$*$3d#6!明显高于 JUS)#53$*%&Y46 )&k4Y4"* !JUS检查阳性的 # 例患者 SK"# IDb,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且 SK"# IDb,的检测阳性率与浆膜浸润与否"胃癌浸润深度"组织学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情况及病期进展有关)&k4Y4&*#

胃良性病变两项检查结果均为阴性# 结论!Ch>DL>JSD检测胃癌腹腔冲洗液沉渣中 SK"# IDb,!可提高检测腹腔游离癌细

胞的灵敏性!适用于预测胃癌患者腹膜微转移!有助于指导术后治疗及判断预后#

关键词!实时荧光定量 DL>JSD!SK"#!胃癌!腹腔冲洗液!细胞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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