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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筛查技术的应用研究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筛查技术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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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筛查技术的应用情况。方法：选择 2019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进行子宫内

膜癌及癌前病变筛查者作为研究对象，一共 20 例，将其均进行环状诊刮术取材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测和宫腔镜下诊刮术取材

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环状诊刮术取材检测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接近宫腔镜下诊刮术取

材检测，其中特异度与金标准比较无明显差异（P ＞ 0.05）。环状诊刮术取材检测子宫内膜癌准确率 66.67%、子宫内膜不

典型增生 100%。环状诊刮术取材检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准确率较高。结论：环状诊刮术进行取材，对样本进行病理组织

学检查结果接近金标准结果，此方法可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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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creening techniques for endometri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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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screening techniques for endometri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Method: Twent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ndometri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screening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ircular curettage for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hysteroscopic curettage for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Result: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circular curettage for detecting endometri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hysteroscopic curettage,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pecificity compared 
to the gold standard (P>0.05). The accuracy rate of circular curettage for detecting endometrial cancer was 66.67%, and atypical 
endometrial hyperplasia was 100%. The accuracy of circular curettage for detecting atypical endometrial hyperplasia is relatively 
high. Conclusion: The circular curettage technique is used to obtain samples, and the results of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n the 
samples are close to the gold standard results. This method can be widely applied.
Keywords: endometrial cancer; Pre cancerous lesions; Circular curettage; Hysteroscopic curettage;

目前临床用于子宫内膜癌检查的金标准主要是依靠宫

腔镜下子宫内膜膜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这种方法由于操

作复杂，并发症高以及卫生经济学等原因，并不适合于做

子宫内膜癌的筛查，因此，寻找一种适合于针对子宫内膜

癌高危人群做早期筛查的技术，是本次项目的重点内容。

目前常用的子宫内膜癌筛查手段包括经阴道超声（TVS）
测量子宫内膜厚度，但由于子宫内膜厚度受月经周期的影

响，处理上需个体化，很难界定明确的正常范围 [1]。TVS
仅对子宫内膜癌的高危患者进行了初步筛选，其确诊还需

病理组织学证据。在我国，传统获得子宫内膜病理的方法

为诊断性刮宫，或在宫腔镜直视下取内膜组织进行病理检

查。但二者创伤较大，患者较痛苦，最好在麻醉下进行，

且有造成子宫穿孔的风险 [2]。由于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地显

著提高，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寻求的无创（微创）、快速、

准确的筛查方法 [3]。但是目前，子宫内膜癌并无成熟的筛

查方案。因此，寻求并探索子宫内膜癌有效可行的筛查手

段，对就诊的子宫内膜癌高危人群做子宫内膜癌早期筛查，

早诊断早治疗，对妇女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见下文：

11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进行子宫内膜癌及癌

前病变筛查者作为研究对象，一共 20 例，将其均进行环状

诊刮术取材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测和宫腔镜下诊刮术取材进

行组织病理学检测。20 例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筛查者年

龄范围 48 岁 -62 岁，平均年龄 50.10±1.17 岁。纳入标准：

①均知情同意。②均实施环状诊刮术取材，宫腔镜下诊刮

术取材，并对标本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测。排除标准：①精

神异常，沟通困难，认知障碍。②合并阴道病变或者节育

器导致阴道出血。③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④存在诊刮术

或者宫腔镜检查禁忌。⑤中途退出。⑥配合度较低。

1.2 方法

环状诊刮术取材：首先进行消毒铺巾，扩张宫口，探

查子宫位置利用取环器将环取出，取出后利用小号刮匙在

宫颈管上刮取一周取得组织样本。

宫腔镜下诊刮术：患者膀胱排空尿液，取膀胱截石位。

后消毒铺巾，采取宁盐酸丁卡因胶浆进行局麻，后采取 5%
葡萄糖进行膨宫。利用宫颈钳夹宫颈前唇后查宫腔大小，

根据鞘套外径进行 6.5-7 号扩张。术中患者头地臂高位，膨

宫液在宫腔内充盈。检查过程中转动镜体，进行顺序检查，

即全面观察，在检查宫底、宫腔前后、左右壁，然后在检

查子宫角和输卵管开口，观察子宫内膜有无异常或者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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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变等。最后将镜体缓慢退出，边退出边对宫颈内口和

宫颈管进行仔细检查。

组织病理学检测：将镜下带出的部分异常内膜取样、

固定标记和装瓶，后送至活检，进行组织病例学检查。

1.3 观察指标

（1）分析环状诊刮术取材组织病理学检测子宫内膜癌

及癌前病变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灵敏度 = 真阳性例

数 /（真阳性例数 + 假阴性例数）×100%。特异度 = 真阴性

例数 /（假阳性例数 + 真阴性例数）×100%。准确度 = 准确

例数 / 每组对应总例数 ×100%。

（2）分析环状诊刮术取材组织病理学检测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准确率。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0.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2 结果结果

2.1 分析环状诊刮术取材组织病理学检测子宫内膜癌及

癌前病变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

金标准：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阳性 8 例，阴性 12
例。环状诊刮术取材检测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阳性 7
例，阴性 13 例。环状诊刮术取材检测真阳性 7 例，假阳

性 0 例，假阴性 1 例，真阴性 12 例。环状诊刮术取材检

测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87.50%，100%，95%。和病理检测比较灵敏度（X2=13.333，
P=0.000）、准确度 (X2=5.128，P=0.024)。得出结果，环状

诊刮术取材检测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灵敏度、特异度、

准确度接近金标准结果，其中特异度与金标准比较无明显

差异（P ＞ 0.05）。

2.2 分析环状诊刮术取材组织病理学检测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准确率

金标准：子宫内膜癌 3 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 5 例。

环状诊刮术取材检测子宫内膜癌 2 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

生 6 例。环状诊刮术取材检测子宫内膜癌准确率 66.67%、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 100%。得出结果，环状诊刮术取材检

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准确率较高。

33 讨论讨论

子宫内膜疾病是一种妇科常见的疾病，尤其是近二十

年来，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持续增高，并呈现年轻化趋势。

2002 年子宫内膜癌发病率为 19.8/10 万，2008 年为 28.7/10
万，死亡率为第 10 位。2016 年已经增至女性肿瘤发病的

第四位，死亡率上升至第六位。曾经国内妇科第一杀手——
宫颈癌，经过传统巴氏液片 — 液基 —HPV 检测等技术改

革，国家组织 “ 两癌筛查 ” 及多地区相继开展并普及宫颈

癌筛查等防范措施，宫颈癌的发病逐年降低。子宫内膜癌

的发病率却大大增加，目前为各省市地区的高发癌症。据

统计，在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发病率已超过宫

颈癌，成为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的第一位，严重危害着女

性的身心健康 [4]。在天津地区妇产科临床观察表明，子宫

内膜疾病的发病率也在持续增高。例如：北京肿瘤防治办

发布的《2016 年北京市健康白皮书》数据显示：截止 2015

年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占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 5 位，为

18.67/10 万（高于宫颈癌第 10 位，9.56/10 万）。子宫内膜

癌的高危因素主要包括无孕激素拮抗的雌激素作用，例如

绝经后单纯的雌激素替代治疗；乳腺癌患者三苯氧胺长期

治疗也增加绝经后妇女的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另外，其它

可能和雌激素相关的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不育、多囊

卵巢综合征、初潮早及晚绝经等。女性的遗传性非息肉型

结直肠癌（HNPCC）综合征是明确的显著增加子宫内膜癌

发生的遗传因素。因此，锁定高危人群，选择合适的筛查

方案，从而早期治疗，有望降低子宫内膜癌的死亡率。

目前临床上用于子宫内膜癌检查的金标准主要依靠宫

腔镜下子宫内膜膜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这种方法由于操

作复杂，并发症高以及卫生经济学等原因，并不适合与做

子宫内膜癌筛查。所以寻找一种适合于针对子宫内膜癌高

危人群做早期筛查技术，是本次项目重点内容。

宫腔镜在诊断和诊断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时具有独

特的优势，不仅能够更加直观病灶和准确活检，还能有效

避免内膜所可能引起的漏诊，进而在早期则可以诊断病变，

能够避免内膜大出血和肿瘤污染和转移 [5-6]。由于宫腔镜能

够深入到子宫内壁，则可以对子宫宫腔内结构和相应的病

变部位的形态、形状、大小等进行直接观察 [7-8]。当患者进

行宫腔镜下诊刮术检测时发现子宫内膜存在癌变情况，则

可以立刻采取病变组织样本进行病检，并且还可以进行相

应的常规检查。但是宫腔镜下诊刮术检测也存在不足支持。

宫腔镜操作对医师技术水平要求极高，并且宫腔镜对子宫

内，厚度和浸润子宫肌层间关系无法较好的评价。环状诊

刮术即扩张宫口，探查子宫的位置，用取环器将环取出，

取出之后再行刮宫，将子宫内膜刮出进行检查 [9]。此次研

究则分析环状诊刮术取材，宫腔镜下诊刮术取材检测子宫

内膜癌及癌前病变情况。结果发现，环状诊刮术取材检测

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接近宫腔

镜下诊刮术取材检测，其中特异度与金标准比较无明显差

异（P ＞ 0.05）。环状诊刮术取材检测子宫内膜癌准确率

66.67%、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 100%。环状诊刮术取材检测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准确率较高。环状诊刮术进行取材检

测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能够也发挥较大价值。环状诊刮

术操作简单，只需要采取少量子宫内膜以及宫颈组织，对

深层子宫平滑肌以及血管没有损伤，所以创伤较小，痛苦

较小。环状诊刮术取材能够为后续治疗提供有效帮助 [10]。

本次研究局限性：样本量不足，观察指标较少。接下来研

究中需要不断扩大样本量，丰富观察指标，更好的对子宫

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筛查技术的应用情况进行探讨，不断提

高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筛查率，有利于早期治疗和控制。

综上所述，环状诊刮术进行取材，对样本进行病理组

织学检查结果接近金标准结果，此方法可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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