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

>

!

讨
!!

论

红细胞葡萄糖
8&8

磷酸脱氢酶'

I&U2

(缺乏症是一种红细

胞酶的缺陷病#属
T

染色体显性遗传,女性杂合子的表现型

可以从正常到显著缺乏#故男女对象同时普查统计其发生率不

能准确反映
I&U2

缺乏症的真正发生率*

!

+

,葡萄糖
8&8

磷酸脱

氢酶是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中的一种看家酶#

I&U2

缺乏不

仅影响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的生物合成#并且妨碍过氧

化氢和成熟红细胞的其它化合物的解毒作用#故而
I&U2

缺乏

在临床上表现多样#可无症状#或表现为新生儿黄疸#或为药物

或感染造成的急性溶血#蚕豆病以及重症慢性非球形红细胞溶

血性贫血等#严重者导致新生儿期重症核黄疸#造成死亡或永

久性神经系统的损伤,目前#

I&U2

的研究已进入基因水平#

很多病例的
I&U2

缺乏是由于基因缺陷或者基因突变导致酶

活性或酶性质改变引起*

"

+

,由
I&U2

缺乏导致核黄疸的发生

率比
;*)

新生儿溶血病更高#且可在血清胆红素较低的水平

上发生#是新生儿的急症之一*

.

+

,快速而准确的判断
I&U2

缺

乏尤显重要,

本文发现#手工定量比值法的优点为标本检测量'即取全

血的量(对结果的影响较小#缺点是配试剂比较麻烦#微量且步

骤多#不易判断哪样试剂加过了还是没加#造成试剂配制错误

影响结果$而仪器紫外速率法的优点为操作简单#不用配试剂#

上机后仪器自动加样#人为误差较小#而缺点为取压积红细胞

的量对结果的影响较大,不过#两种方法检测结果一致#相关

性比较好#不同的实验室可以根据自已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检

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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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温度对尿液干化学法检测结果的影响

温立娟!赵
!

静"山东省肥城矿业中心医院检验科
!

"7!&%<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不同温度对尿液干化学法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本实验将尿液及试纸条密闭分别置于

9

%

"$

%

.7X

三种不同温度环境中!然后对尿液标本进行检测分析&结果
!

白细胞"

*̂O

$%葡萄糖"

I-W

$在
9X

时的

测定结果与
"$X

时测定结果相比较!阳性程度明显下降并且阳性下降例数显著增多"

K

"

%#%!

$!而隐血"

*-2

$%蛋

白质"

U:)

$阳性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

.7X

时测定结果与
"$X

时的测定结果相比较!葡萄糖阳性程

度明显上升!并且阳性上升例数显著增加"

K

"

%#%!

$!白细胞%隐血%蛋白质阳性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

结论
!

白细胞%葡萄糖受温度影响明显&

!关键词"

!

不同温度#

!

干化学法#

!

白细胞#

!

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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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尿液已普遍应用于各大中小医院

检验科#该方法可以简单)快速)准确地对尿液中如尿糖)蛋白

质)潜血)白细胞等十余种物质进行半定量测定,由于各实验

室实验条件和环境有较大的差异#该方法对温度)湿度等要求

不是非常严格#故没有受到工作人员的重视#造成尿液干化学

检测结果的较大差异,通过对
.".

例尿液标本在不同温度下

检测结果的分析#发现温度对干化学法检测尿液中的部分成分

有较大的影响#现将测定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用一次性洁净塑料尿杯收集门诊和住院患者

的尿液
.".

例'男
!<"

例#女
!9!

例(,

<#=

!

仪器与试剂
!

23:W3'8.%%

尿液
!!

项自动分析仪及配

套
!!

项检测试纸条'

'!!8

(

(及
23:W3

配套尿液分析质控液

'尿质控液批号
"%%4%<!7

(,

<#>

!

方法
!

测定前用试剂盒所带的标准纸条对
23:W3'8.%%

尿液分析仪进行校正,测定时#在
"$X

环境下将尿液混匀#取

试纸条置于尿液中完全浸湿#用吸水纸吸去试纸条多余的尿

液#置自动分析仪上进行测定#此为标本在
"$X

环境下的测定

结果#然后将标本及试纸条密闭分别置于
9X

冰箱和
.7X

水

浴箱中
.%,/0

后取出用同样方法进行干化学法测定#比较在

三种不同温度环境下同一标本)同一批号的试纸条的测定结

果,尿液干化学质控参照丛玉隆*

!

+报告的方法,

<#?

!

参考区间*

"

+阴性,

<#@

!

统计学处理
!

卡方检验,

=

!

结
!!

果

本组实验通过在
.

种温度'

9

)

"$

)

.7X

(下#对尿液标本一

分为三进行检测#对其中的
9

个项目!白细胞'

*̂O

()隐血

'

*-2

()蛋白质'

U:)

()葡萄糖'

I-W

(进行分析,

.".

例尿液

标本在
.

种温度'

9

)

"$

)

.7X

(下的结果见表
!

,

!!

由表
!

可知#白细胞)葡萄糖在
9X

时的测定结果与
"$X

时测定结果相比较#阳性结果下降例数明显增多#其中白细胞

阳性结果下降例数为
$<

例#与
"$X

测定的阳性例数相比为

$&#4̀

#经统计学处理!

;e.9#%

#

K

"

%#%!

#有统计学意义,葡

萄糖阳性结果下降例数为
"7

例#与
"$X

测定的阳性例数相比

为
$!#4̀

#经统计学处理!

;e!9#!

#

K

"

%#%!

#有统计学意义,

而隐血)蛋白质阳性结果下降不显著#其中隐血)蛋白质阳性结

果下降例数分别为
!!

例和
&

例#经统计学处理#隐血
;e$#&<

#

K

%

%#%$

#蛋白质
;e9#"&

#

K

%

%#%$

#无统计学意义,

.7X

时

测定结果与
"$X

时的测定结果相比较#葡萄糖阳性结果上升

例数明显增多#为
".

例#与
"$ X

测定的阳性例数相比为

99#"̀

#经统计学处理
;e!$#%<

#

K

"

%#%!

#有统计学意义,白

细胞)隐血)蛋白质阳性结果下降例数分别为
&

)

!%

)

<

例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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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处理白细胞
;e"#9<

#

K

%

%#%$

$隐血
;e$#$&

#

K

%

%#%$

$蛋白 质
;e$#!"

#

K

%

%#%$

#无统计学意义,

表
!

!

.".

例尿液标本
.

种不同温度检测结果比较

项目
"$X

阳性 阴性 阳性率'

`

(

9X

阳性 阴性 变化数'

`

( 阳性率'

`

(

.7X

阳性 阴性 变化数'

`

( 阳性率'

`

(

^*O !%" ""! .!#& <& ".7 $<

'

$&#4

(

"

"&#& <4 ""9 &

'

$#4

(

"

"7#&

I-W $" "7! !&#! 9! "<"

"7

'

$!#4

(

"

!"#7 &" "&!

".

'

99#"

(

)

!4#"

*-2 47 ""& .%#% 4. ".% !!

'

!!#.

(

"

"<#< 4$ ""< !%

'

!%#.

(

"

"4#9

U:) 9! "<" !"#7 .4 "<9

&

'

!9#&

(

"

!"#! .< "<$

<

'

!4#$

(

"

!!#<

!!

注!

"为与
"$X

结果比较下降一个.

Y

/以上的例数$

)为与
"$X

比较上升一个.

Y

/以上的例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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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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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尿干化学检查是利用试纸条上多种特有的发色模块与尿

液有关的化学成分)细胞发生颜色反应#通过尿液分析仪的分

析打印出结果#实验室环境温度低时#对干化学法试验结果会

出现假阴性或者阳性强度降低现象*

.

+

,在本实验中发现尿液

分析试纸条的化学反应受温度影响明显,从实验结果看

*̂O

)

I-W

在
9X

结果降低明显'

K

"

%#%!

(#

I-W

在
.7X

结

果上升显著'

K

"

%#%!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温度过低或过

高时试剂条的化学反应效果下降#而化学反应必须在一定温度

条件下才能进行,

I-W

检测反应原理为葡萄糖氧化酶法#温

度下降低时#试带法葡萄糖检测灵敏度下降#结果偏低#温度升

高时酶促反应速度加快#使结果偏高,

本文结果提示#在检测标本时#尿液标本必须新鲜#陈旧标

本因细菌繁殖或其他原因也可引起实验的误差*

9

+

,标本按要

求留取#从排出到检测应在
"1

内完成#如不能及时送检或分

析#应置
9X

冰箱冷藏保存#但冷藏时间不得超过
&1

#从冰箱

取出的尿标本应在室温中放置一段时间#使尿标本温度平衡到

室温后再混合均匀#然后取样检测*

"

+

,为保证尿液干化学检验

结果的准确性#实验室必须保持
"%

"

"$X

温度环境#应用质控

尿液开展日常试剂和操作的质控#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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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和尿微量清蛋白联合检测对糖尿病早期

肾损伤的诊断价值

姚雯颖!赵
!

军"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检验科!上海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

'(;!G

$和尿微量清蛋白"

,;E(

$联合检测对糖尿病患者早期肾损伤的诊

断价值&方法
!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目前肾损伤诊断多数以尿素氮%肌酐%尿蛋白等作为检

测指标!但这些指标很难反应肾脏的早期损伤!本文通过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和尿微量清蛋白!探讨其在糖尿病早期

诊断中的意义&结果
!

糖尿病组中把
'(;!G

的测定值为"

9#!Z%#<

$

`

的列为血糖控制良好组"

;

组$!病例数为

.4

例#

'(;!G

测定值为"

<#!Z"#"

$

`

的列为血糖控制不良组"

*

组$!病例数为
$!

例&

;

组与
*

组的
,;E(

分别为

"

.<#&Z!9#<

$

,

+

'

-

!"

"94#<Z!44#9

$

,

+

'

-

!两者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结论
!

糖尿病患者联合检

测糖化血红蛋白和尿微量清蛋白的水平!可以早期诊断糖尿病%监控糖尿患者的血糖控制%检测糖尿病肾病的发生

和发展!对糖尿病患者控制代谢%预防%治疗和延缓糖尿病肾病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

!

糖化血红蛋白#

!

尿微量清蛋白#

!

检测#

!

糖尿病

2)3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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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正在逐年增加,当机体处于

高糖环境时#许多蛋白质由于机体非酶糖基化反应速率加速#

导致这些蛋白质发生不可逆的糖化#且糖化后功能异常'如

'(;!G

对氧的亲和力降低(#在糖尿病的器官损害中起到重要

作用*

!

+

#因此#持续而良好的将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是防治

糖尿病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

!"

月住院部和门诊糖

尿病患者
4%

例为糖尿病组#所有入选患者均符合
!444

年糖尿

病诊断标准#都是
"

型糖尿病#尿常规检测尿蛋白阴性#经检查

无高血压和急)慢性肾脏疾病#男
9<

例#女
9"

例#平均年龄
$<

岁,同时选取健康体检人群
$%

例为健康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

<#=

!

标本
!

收集上午随机尿两管
$,-

#一管立即作尿常规检

测#尿蛋白阴性标本则取另一管
.%%%D

"

,/0

离心
!%,/0

#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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