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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与尿沉渣镜检法检测女性尿液结果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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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对干化学法和尿沉渣镜检尿液进行方法学比较$方法
!

分别用干化学法&尿沉渣镜检
&#5

例

女性尿液进行白细胞&红细胞测定分析对比$结果
!

干化学法检测尿液白细胞&红细胞和尿沉渣镜检结果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C

#

$8$!

#$结论
!

干化学法检测敏感性高!但影响因素较多!适合常规检查和筛查!不能代替显微镜检

查$由于女性特殊的生理原因!建议建立新的女性尿液检验参考范围并联合应用两种方法可以提高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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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尿液分析已在全国各地普及#其特点是简单,快

速,量化比较客观#只需要少量标本即可获得多项实验数据#减

少了实验室的工作强度#受到了检验工作者的重视+尿沉渣镜

检是尿液常规检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尿液有形成分的

检出可以为临床提供大量的诊断信息#是干化学法尿液分析至

今无法替代的重要原因+作者对
&#5

例女性患者尿液标本用

干化学法和尿沉渣镜检法检测红细胞,白细胞并进行对比分

析#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标本来源
!

收集大朗镇计生服务所门诊女性患者随机尿

液
&#5

例#于
"H

内检测完成#并记录试验结果+

$8/

!

仪器和试剂
!

干化学法采用桂林优利特
aEIFD<F6:$$

尿

液分析仪及配套的
""

项试纸条+镜检法使用广州光学仪器厂

""$$-

显微镜和上海
#$%

台式离心机+

$8'

!

质控检测物
!

使用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统一尿液质控物+

$81

!

方法
!

干化学法!每天用质控物进行质控后方可进行患

者标本的检测#检测时用一次性尿杯取中段尿液
"$K/

#将试

纸上试剂部分全部浸入尿液中
%<

后取出#在滤纸上轻轻吸去

多余尿液#置于传输盘上进行
""

项检测+尿沉渣镜检法!取混

匀尿液
"$K/

于离心管内
"%$$

!

":$$E

"

KIB

#

!KIB

#弃去上

清液#残留尿沉渣
$8%K/

#充分混匀后取
$8$%K/

滴于载玻片

上镜检+

$82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用
1211"&8$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以
C

#

$8$!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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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判断标准
!

沉渣镜检法!成年女性
[)3

$

#

"

(2

#

4)3

$

:

"

(2

为阳性+干化学法阳性标准!成年女性
[)3

$

"!

"

*

/

#

4)3

$

"!

"

*

/

$以试纸条测出一个
V

以上#有临床

意义%

)

"

*

+

/8/

!

实验结果

/8/8$

!

两种方法检测
4)3

结果见表
"

+干化学法
4)3

阳性

率为
%'879

#干化学阴性而镜检法阳性仅为
:859

#沉渣镜检

法
4)3

阳性率为
%5859

+干化学法
4)3

阳性率高于沉渣镜

检法+两种方法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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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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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
4)3

结果比较)

'

%

9

&*

干化学法结果
'

镜检法
4)3

检测结果

阴性 阳性

阴性
!!! !:!

$

'587

%

%$

$

:85

%

阳性
%:" 7%

$

"#8%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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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方法检测
[)3

结果见表
%

+干化学法
[)3

阳性

率为
%58"9

#干化学阴性而镜检法阳性占
"$8$9

#沉渣镜检法

[)3

阳性率为
:$8%9

+沉渣镜检法
[)3

阳性率高于干化学

法+两种方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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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种方法检测
[)3

结果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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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结果
'

镜检法
[)3

检测结果

阴性 阳性

阴性
!#" !%: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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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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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渣镜检法和干化学法检测尿液中的有形成分原理截然

不同#在工作中常常发现尿液干化学法的隐血,

[)3

与沉渣镜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7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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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结果不一致#在基层没有尿液沉渣分析仪的情况下#即使尿

液干化学法检测阴性#也不可忽视尿液沉渣的检测 )

%

*

+

'8$

!

干化学法检测尿液隐血和与
4)3

的关系
!

干化学法测

定细胞既可测定完整的
4)3

又可检测游离血红蛋白及有过氧

化酶作用的其他物质$如肌红蛋白,菌尿%

)

:

*

+尿液的新鲜程

度#肾脏或泌尿道疾病患者尿液中
4)3

破坏释放出血红蛋白#

造成所谓
4)3

干化学法检查.假阳性/现象+另外#尿试纸浸

取尿液时间过长均可导致假阳性+还有干化学法检测的原理

是呈色反应#尿液标本如果含有干扰呈色反应的物质可使结果

呈现假阳性或者假阴性#如
*IF3

可以使结果呈现假阴性#所以

当尿液分析仪报告阴性和微量的标本时#一般可以省略镜检+

如尿液分析仪报告阳性结果时#须镜检+并要结合临床具体情

况综合分析#找出引起尿液
4)3

阳性的真正原因+

'8/

!

干化学法检测尿
[)3

与沉渣镜检法的关系
!

干化学模

块中检测
[)3

只属于间接反应#具有中性粒细胞浆中酯酶反

应的特异性#其颜色深浅与中性粒细胞的多少呈比例关系#但

它不与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起反应#故某些以淋巴细胞,单核细

胞感染为主的疾病可以出现尿检与临床不符的现象)

765

*

+本实

验观测到
!#

例标本#

[)3

试纸模块阴性而镜检阳性的现象#

约占总标本的
"$8$9

#若不镜检#易造成漏检+此外#

[)3

的

影响因素较多#在
&#5

份标本中#共检测到
%5

例干化学阳性#

镜检阴性的标本约占总标本的
"%8&9

+尿液白细胞出现假阳

性的原因可能是!$

"

%由于尿液在膀胱贮存时间过长或标本放

置时间过长#导致
[)3

破坏#酯酶释放到尿液中#造成干化学

阳性#镜检阴性($

%

%尿液中污染甲醛或高浓度胆红素或使用某

些药物$如呋喃啶%时#可产生假阳性($

:

%女性分泌物污染#含

有大量扁平上皮细胞,小圆上皮细胞,鳞状上皮细胞污染可造

成干化学法呈阳性而镜检呈阴性+尿液
[)3

出现假阴性的

原因可能是!$

"

%温度偏低($

%

%高比重尿,高糖尿($

:

%尿液中含

有某些大剂量药物$如头孢氨苄,先锋霉素%($

7

%大量尿蛋白

$清蛋白大于
!

=

"

/

%和胆红素($

!

%尿液中
[)3

是以淋巴细胞

为主($

5

%尿液大量脓细胞时#可使结果偏低或出现假阴性+

所以日常工作中必须结合临床综合分析#并正确理解干化

学和沉渣镜检结果间的矛盾+特别对女性人群建议采用新标

准#即尿液
[)3

正常范围$尿沉渣计数板%

$

!

#

个"
(2

#红细

胞正常范围
$

!

:

个"
(2

)

56#

*

+

综上所述#尿液干化学分析法在检测尿液白细胞,红细胞

时作为过筛试验是一种简便快捷的好方法#但无法替代沉渣镜

检法+两种方法相互补充#做到不误诊,不漏诊#为临床提供及

时准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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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认为非
b"

群霍乱弧菌有引起霍乱大流行的潜在可能+

因此#应重视非
b"

群霍乱弧菌的培养及检测+

'8.

!

大肠埃希菌虽是肠道内正常菌群之一#在机体抵抗力降

低或发生定位转移时可造成感染#近年来由于广谱抗菌药物广

泛应用和细菌耐药因子相互传递#耐药菌株明显增加#在临床

上由大肠埃希菌所致的感染有所上升#并给治疗带来困难+致

腹泻性大肠埃希菌种类很多#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均为腹

泻的重要病原+在国内#其微生物学诊断技术长期滞后#常规

应用的细菌培养和鉴定手段难以鉴别多种致腹泻性大肠埃希

菌#故国内大多数腹泻患者的病原尚不能明确#尤其是儿童腹

泻的病原)

#

*

+因此#实验室检验人员应该高度重视致病性大肠

埃希菌的检测+

长期以来#粪便标本细菌学检验主要是以分离沙门菌属和

志贺菌属细菌为目的+但随着新的病原菌不断被发现以及各

种因素造成菌群失调引起的腹泻不断增多#传统的粪便细菌学

检验方法和内容已不能满足现代医学诊治的要求#通过用
!9

血琼脂平板,中国蓝平板,

11

琼脂平板,碱性蛋白胨水增菌液

培养#且培养之前#由微生物检验人员常规做大便性状观察和

涂片镜检#并填写在相应的检验栏#结合症状,临床资料,综合

分析处理培养结果#可提高肠道致病菌的检出#为临床提供真

实可靠的病原学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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