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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系统"

S4E4

#的性能$方法
!

选择精子密度作为主要指标!对
S47

E4

检测的线性%批内精密度%干扰试验%与手工计数的比较!以及操作人员之间比对进行了初步评价$结果
!

线性

实验结果(精子密度在"

"

!

1##

#

f1#

5

'

'R

范围内相关系数
1

2

d#38881

!批内精密度为
93#9W

!白细胞的影响度为

23#!W

!

2382W

!与手工比对的
!

值为
#3"2

!操作人员之间比对
!

值为
#3###5"

$结论
!

S4E4

在精子密度"

"

!

1##

#

f1#

5

'

'R

范围内有良好的线性!有较高的批内精密度和较强的抗生物干扰物质的能力!与手工法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但操作人员间比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

!

精子质量分析&

!

计算机辅助应用&

!

精子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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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系统$

S4E4

%的性能#按照美

国临床检验标准化委员会$

MSSRE

%的相关文件的要求#对

S4E4

的主要性能进行了评价#内容包括线性,精密度,干扰试

验,与手工计数间的比对及操作人员之间比对)

$

!

材料和方法

$3$

!

材料

$3$3$

!

仪器
!

捷达
S4E4

#型号!

UL7N#1

)

$3$3/

!

标本
!

实验所用标本均来自江苏省中医院门诊患者精

液标本#要求患者禁欲
!

!

")

*

1

+

#手淫取精#置
!6g

水浴箱温

浴至液化)

$3$3'

!

干扰物
!

2'R

抗凝全血标本#用
9'R

溶血素溶解红

细胞后离心#取沉淀的白细胞用生理盐水洗涤后稀释#计数为

1931"f1#

5

"

'R

)

$3$31

!

试剂$精子稀释液%

!

M-XSV

!

"

C

#

9#WSX

2

V1'R

#

X

2

V1##'R

#待完全溶解过滤后使用*

2

+

#室温保存)

$3/

!

方法

$3/3$

!

线性评价
!

选择一份总量为
231'R

的临床精液标

本#手工法计数密度为
!1539f1#

5

"

'R

#作为理论值#

S4E4

测

定密度为
295366f1#

5

"

'R

#用生理盐水按
1j#3"

,

1j1

,

1j

13"

,

1j2

,

1j!

,

1j9

,

1jN

,

1j15

,

1j!2

,

1j59

,

1j12N

,

1j

2"5

稀释#然后测定精子密度#计算理论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回

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3/3/

!

批内精密度评价
!

根据
MSSRE

的要求*

!

+

#选择一份

正常精液标本测定精子密度#连续测定
2#

次#计算平均值$

L

%,

标准差$

E

%和变异系数$

.T

%)

$3/3'

!

干扰实验
!

选择一份正常精液标本重复测定两次密

度#然后分成两份各
#3"'R

#分别加入
1931"f1#

5

"

'R

浓度

的白细胞
1#

#

R

,

2#

#

R

#每份重复测定两次#结果取平均值)

以影响度作为干扰试验的评价指标#计算公式为!影响度
d

*$加入干扰物的精子密度测定值
e

未加干扰物的精子密度测

定值%"未加干扰物的精子密度测定值+

f1##W

)

$3/31

!

S4E4

与手工计数之间的比较
!

用
S4E4

严格按仪

器操作要求检测
2"

份临床标本#同时用手工计数法按
DXV

标准用牛鲍氏血细胞计数板计数精子密度*

"

+

#将测定结果进行

比较)

$3/32

!

操作人员之间比对
!

根据
MSSRE

制订的0用患者标

本进行方法比较的偏差评估1

*

9

+要求#

2

名操作人员$

1

名为经

培训的多年从事操作熟练工作人员#另
1

名为经
1

个月时间培

训的操作人员%用
S4E4

系统分别测定
2"

份临床标本#比较

操作人员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3'

!

统计学分析
!

用
EKEE

软件进行配对
;

检验#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线性评价
!

见图
1

,

2

#从中可以看出#该系统测定精子密

度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8d#3N2#2,h532#2

#

1

2

d#38N65

(取精

子密度在$

"

!

1##

%

f1#

5

"

'R

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8d#38N!2,

-

5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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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5N!

#

1

2

d#38881

$见图
2

%)

图
1

!!

线性评价的散点图

图
2

!!

精度在%

"

!

1##

&

f1#

5

(

'R

线性评价的散点图

/3/

!

批内精密度
!

S4E4

测定精子密度的批内精密度试验得

出结果为平均值为
N13N9f1#

5

"

'R

#标准差$

C

%为
!3!1

#变异

系数$

.T

%为
93#9W

)

/3'

!

抗白细胞干扰性能评价见表
1

)

表
1

!

S4E4

抗白细胞干扰性能评价

白细胞浓度$

f1#

5

"

'R

% 精子密度$

f1#

5

"

'R

% 影响度$

W

%

# "8365 #

#32N! 513## 23#!

#3"55 513"5 2382

/31

!

S4E4

与手工计数之间的比对结果!

S4E4

分析与手工

计数所得
2"

组数据配对资料
;

检验得
!

值为
#3"2

$

!

$

#3#"

%)

/32

!

操作人员之间比对结果
!

根据两名操作人员对
2"

份临

床标本测定的精子密度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

'

!

讨
!!

论

精液分析是一项十分重要和广泛应用于评估男性生殖能

力的临床检验项目#其分析指标是评估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依

据)

S4E4

是将精液标本通过测定精子运动的吸光度变化#精

子形态图像和运动图像经显微镜进行图像放大后被摄像送入

图像分析系统#经计算机适时动态分析处理#自动得到精子密

度,活力,活率#并能对精子的运动轨迹特征进行分析和分类统

计*

6

+

)

S4E4

在临床应用较为普遍#系统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

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对按比例稀释的精液标本的分析显示#当精子密度在$

"

!

1##

%

f1#

5

"

'R

范围内分析系统线性回归方程的斜率为
#38N!

2

$

$

#386

%,截距为
#325N!

,

1

2

d#38881

表明其具有良好的线

性*

N78

+

(而在整个稀释浓度范围内回归方程的斜率为
#3N2#2

$

#

#386

%,截距为
532#2

,

1

2

d#38N65

#线性较差)同时从散点

图
1

,

2

也可以看出
S4E4

在测定较高密度的标本时结果偏

低#而较低密度的标本结果偏高)作者建议精子密度过高于

1##f1#

5

"

'R

时应对标本进行稀释后再计数#密度低于
"f

1#

5

"

'R

时应用手工计数#从而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系统测定同一份标本
2#

次所得变异系数$

.T

%

d93#9W

#

小于
"W

#结果表明
S4E4

具有较高的批内精密度#仪器的重

复性较好)

本次试验所用干扰物白细胞分离自临床血液标本#所加生

物干扰物最终浓度分别为
#32N!f1#

5

"

'R

,

#3"55f1#

5

"

'R

#

结果白细胞对精子密度的影响度分别为在
23#!W

和
2382W

#

说明
S4E4

具有较强的抗白细胞干扰能力)

S4E4

与手工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这

可能与本研究
S4E4

手工计数由
1

名操作人员完成有关#操

作过程规范统一#对于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十分重要)

2

名操作人员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1

%#具

有极显著性差异)使用
S4E4

分析精液前应先调节载物台使

精子头部呈灰色#计算分析的准确性与图像成像的质量,尺寸

的定标和0最大灰度1值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1#

+

)操作者因技术

水平,经验及个人的视觉习惯不同调节灰度时会有差异#灰度

不同
S4E4

识别出的精子数会有很大差异)其次选择视野

时#一般标本应随机拍摄
"

!

N

个视野进行分析*

1#

+

$一般要求

分析
2##

个精子以上%#操作人员可能由于不了解规范操作而

一味选择精子数多,质量好的视野进行追拍#由此造成结果的

偏差)还有就是排除杂质时#操作者因经验缺乏可能会将一些

静止的畸形精子误认为杂质#同时杂质的排除需要精确计数视

野内杂质数#不能粗略估计#以免由此而带来误差)建议每天

在检测前用质控品将仪器参数进行标定$如亮度,对比度,灰度

值大小等%#以减少误差)

S4E4

具有显微静止图像和精子运动图像摄存功能#能统

计分析精子质量的
2#

多项指标*

11

+

#动态指标更能反映精子受

精能力,精子穿透能力*

12

+

#评估精子运动速度是预测受精率的

有用参数)总的来说#

S4E4

能够为临床工作提供科学的诊断

依据)但仍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误差#建立精子质量分析的标

准化和质量控制体系#并增强各实验室结果间的可比性#使精

子质量分析评估更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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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住院治疗较介意#

9N38W

不接受)但病情较重,患者

感到痛苦需专科治疗时#仍有
6#38W

诊疗于专科医院)在

!!W

知道需到精神专科就诊的患者中#一部分是通过病友告

知#另一部分是医生建议)

表
2

!

神经症患者就诊心理及过程)

(

%

W

&*

项目 是 否

是否知道需到精神专科就诊
1#1

$

!!3#

%

2#"

$

563#

%

是否知道神经症属于精神疾病
11"

$

!635

%

181

$

5239

%

是否介意到精神病医院诊疗
158

$

""32

%

1!6

$

993N

%

是否接受住院治疗
1N6

$

5131

%

118

$

9N38

%

对治疗是否有信心
82

$

!#3#

%

219

$

6#3#

%

是否第
1

次就诊
52

$

2#3!

%

299

$

6836

%

是否到过综合医院诊疗
289

$

8531

%

12

$

!38

%

是否到过精神专科诊疗
N8

$

2831

%

216

$

6#38

%

/3'

!

诊断及花费情况
!

诊断分类!神经症性反应*

2

+

16

例

$

"35W

%#恐怖症
1"

例$

938W

%#强迫症
!"

例$

1139W

%#焦虑症

"9

例$

1635W

%#躯体形式障碍
N5

例$

2N31W

%#神经衰弱
N8

例

$

283"W

%#其他待分类
1#

例$

!3!W

%)诊断来源!精神专科门

诊
129

例$

9#3"W

%#综合科门诊
1N2

例$

"83"W

%#其中神经内

科
62

例$

2!3"W

%#消化内科
!2

例$

1#3"3W

%#呼吸内科
!1

例

$

1#31W

%#心血管内科
2N

例$

832W

%#骨科
8

例$

238W

%#其他

1#

例$

!3!W

%)花费!

#

!###

元
92

例$

1!36W

%#

!###

至
2

万

元
1N"

例$

5#31W

%#

$

2

万元
68

例$

2"3NW

%#在费用支出中以

辅助检查为主*

!

+

)

'

!

讨
!!

论

'3$

!

神经症这一疾病名称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
9

版不再使用#在国际疾病分类第
1#

版中也尽量避免使用#

而在我国.中国神经障碍诊断标准/第
!

版中为了便于叙述和

归纳#故仍作保留*

9

+

#特别是癔症也作保留#并在.中国神经障

碍诊断标准/第
!

版中将编号为
9#

的癔症从原
SSJL72

神经

症中分出来单列#按.中国神经障碍诊断标准/第
2

版诊断标准

癔症占全部神经症的第
2

位*

2

+

)而在本调查中#依.中国神经

障碍诊断标准/第
!

版诊断标准#本调查诊断分类显示#躯体形

式障碍位居第
2

位#诊断率较高$

2N31W

%#近似于神经衰弱)

以慢性,多数性躯体症状为特征的
]@(

b

=-$

综合征及以转换症

状为主的转换性障碍#依.中国神经障碍诊断标准/第
2

版诊断

标准均归属于癔症#在.在评标准/的第
1#

版中将上述两组症

状分别归于躯体形式障碍和分离性障碍*

2

+

)在我国的.中国神

经障碍诊断标准/第
!

版中将躯体形式障碍作为神经症的一亚

型列出#并诊断率较高#笔者观点认为!在中国神经障碍诊断标

准/第
!

版中躯体形式障碍包含了.中国神经障碍诊断标准/第

2

版中的抑郁性神经症部分诊断及
]@(

b

=-$

综合征的部分病例

而作出诊断所致)当然本次调查范围及样本有限#有待进一步

研究)

'3/

!

神经症患者大部分就诊于综合科#特别是初次就诊#以神

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呼吸内科为甚 )而精神专科所遇到

的往往是具有多年多次就诊经历#大量临床资料#用过多种药

物#效果不佳#花费较多的病例#全科医生常遇到但不能认识#

精神科医生认识又不常遇到#导致本病的诊断和治疗延

误*

2

#

"

+

)全科医生关注的是躯体症状#而不重视精神,心理问

题*

5

+

)患者关注的也是躯体症状#不会考虑为精神疾患#本调

查显示
5239W

病例不能认识#与刘霞等*

"

+报道
"835W

相当)

所以加强通科医生精神疾病知识的培训#在综合医院联络精神

病学或精神科门诊会诊#提高对神经症的鉴别诊断*

6

+

(以及加

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提高人

们对神经症的认识#来达到对神经症的了解#利于患者得到早

期系统诊疗#提高疗效#减少花费#保障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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