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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尿干化学法检测尿白细胞"

àI

#与人工显微镜检查作比较!分析导致干化学法检测假阴

性及假阳性的原因$方法
!

收集
'%-*

例患者新鲜尿液!分别用干化学法检测及人工显微镜检查!对其中
àI

结

果进行分析$结果
!

以人工显微镜检查作为确证标准!干化学检测尿
àI

的假阴性率为
5+-*1

!假阳性率为

.+$'1

$结论
!

干化学法检测尿
àI

简便快速!但有相当高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进行尿液分析时应按标准化

的要求进行外观&理学&化学及显微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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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中白细胞$

àI

&的检测是临床医生诊断和治疗泌尿

系统疾病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常规检查)用于检测尿液白细胞

的方法颇多#但目前用得最多的方法是干化学法检测与人工显

微镜检查)尿液干化学法由于其操作快速简便#使检验工作效

率大大提高#已经得到检验界和临床医生的认可#但由于是化

学反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人工显微镜检查是尿中有形成分

检查的0金标准1

+

'

,

#但操作复杂#费时较长)本文对尿白细胞

干化学检测与人工显微镜检查作比较分析#综合运用两种方法

提高尿液白细胞检查的速度和准确度)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收集来自本院住院和门诊患者共
'%-*

例尿

标本#用一洁净干燥的容器收集新鲜尿液#测试前混匀#标本的

存放时间不超
&?

)

$+/

!

仪器与试剂
!

尿液分析仪!德国
a>

G

;C

的
I0"X"6S]

&%%

)显微镜!日本
cA

G

H

L

F<IZ4a'$.46

双目显微镜)试剂!

O"SVSXO

的
VFA=8<=8Q'%OM

尿干化学试纸条%上海伊华医学

科技有限公司的多项目尿液化学分析控制品)

$+'

!

方法

$+'+$

!

干化学法
!

干化学法严格按照试剂操作说明书进行)

具体方法!将试纸条充分浸入尿液
'<

取出#在滤纸上吸去多

余尿液#置于干化学尿液分析仪上检测)测试前需作空白对

照#测试前*中*后都用质控标本同时检测#检测结果都在范围

内#说明仪器和尿液试纸都正常)

$+'+/

!

人工显微镜法
!

干化学法检测结束#应立即进行显微

镜检查)具体方法!取刻度离心管#倒入混合后的新鲜尿液
'%

H0

#

'.%%C

"

H89

离心
.H89

%待离心停止后#取出离心管#弃去

上层清液#留下
%+&H0

沉渣#轻摇离心管#使尿沉渣有形成分

混匀%取尿沉渣
%+%&H0

#滴在载玻片上#用
'(HHe'(HH

的

盖玻片覆盖#先在低倍镜下观察#再计数
'%

个视野高倍镜所见

最低和最高值#记录结果+

&

,

)

/

!

结
!!

果

'%-*

例尿液
àI

干化学法与人工显微镜检查两种方法

结果见表
'

#计算假阴性率和假阳性率)假阴性率
2

干化学检

查正常人工显微镜检查异常数"总数
25)

"

'%-*25+-*1

)假

阳性率
2

干化学检查异常人工显微镜检查正常数"总数
2

.*

"

'%-*2.+$'1

)

表
'

!

干化学法和人工显微镜法检测尿
àI

结果比较%

(

(

干化学检查
人工显微镜检查

异常 正常
合计

异常
-)$ .* $-%

正常
5) .%5 *%*

合计
$)' .*. '%-*

'

!

讨
!!

论

健康人尿中的白细胞来自于血液#健康成人
&$?

尿液中

排出白细胞不超过
&%%

万#因此#在正常尿中偶然可见到数个

白细胞)尿中白细胞增多主要见于泌尿系统炎症#如细菌感染

的肾盂肾炎*尿道炎*前列腺炎*结核*结石症#以及膀胱癌*尿

道癌等恶性肿瘤+

-

,

)

尿干化学法测定的原理!尿白细胞试剂带测定模块中主要

成分是吲哚酚酯和重氮盐两种#由于粒细胞胞质内含有酯酶#

使其产生吲哚酚#后者发生氧化缩合反应或重氮盐反应形成紫

色缩合物#其颜色深浅与细胞的多少呈比例关系+

&

,

)

尿液
àI

检查结果中#干化学法的假 阴 性 率 高 达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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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FA

G

&%''

!

!7A+(

!

X7+'$



5+-*1

#原因分析有几点#$

'

&与其检测原理有关#干化学法检

测
àI

只能检测胞质内含酯酶的中性粒细胞#而不能检测那

些酯酶缺乏的
àI

如淋巴细胞或单核细胞#因此当尿中仅含

淋巴细胞或单核细胞时#就会出现假阴性结果)$

&

&干化学法

检测尿
àI

易受尿中如高葡萄糖*高蛋白尿的影响#当尿葡

萄糖浓度大于
-%

/

"

0

#或尿蛋白浓度大于
.

/

"

0

时#可出现假

阴性结果)$

-

&尿中如有先锋霉素类药物#乙哚酸或高浓度草

酸也可使试验结果降低#四环素可降低试验的反应性#高浓度

药物可引起假阴性结果)此外尿液的颜色也可掩盖试纸条的

反应颜色#从而影响干化学反应的结果+

$

,

)

尿干化学检测尿中
àI

的假阳性率为
.+$'1

#原因主要

有!尿液中膀胱中贮存时间过长或离心速度过快等原因致使

àI

破坏#中性粒细胞酯酶释放到尿中#可出现尿干化学检测

阳性而镜下不见
àI

%尿液标本中含有高浓度胆红素或使用

呋喃妥因等药物时#也会出现干化学法假阳性)另外#女性患

者尿液被白带污染#或含有大量上皮细胞时也会导致干化学法

假阳性+

.

,

)

由此可见#干化学法在测定尿过程中#易受仪器及试纸条

质量*光线*食物*温度*酸碱度*药物*理化等因素干扰#易出现

假阳性和假阴性#有一定局限性#只能用于过筛试验)尿液人

工显微镜检查虽操作繁琐#但显微镜检查是直接观察并计数细

胞#有确证意义#因此#在做尿液分析时#一定要按标准化*规范

化的要求#认真细致进行干化学和显微镜检查#才能保证结果

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我国以干化学
$

项$尿蛋白阴性*尿亚硝酸盐阴性*尿红细

胞阴性*尿白细胞阴性&联合指标作为过筛镜检标准+

.

,

)干化

学法测定
àI

为阴性时#要注意葡萄糖*亚硝酸盐*

L

Z

值及

尿液颜色*浑浊度#患者是否大量使用过有关抗菌药物#不可免

去人工显微镜检查#以防假阴性结果+

*

,

)要以客观*科学的态

度对待每例尿液分析结果#切不可单为追求工作量减少而仅做

干化学法而忽视人工显微镜检查)只有将干化学法与人工显

微镜检查两者有机结合互补#先过筛#再综合外观"理学*化学

及显微镜检查#这样不仅节约了时间#还能提高尿液检测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为临床诊断提供可参考的数据+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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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和菌血症的原因)菌株分离的病区主要分布在
"Ib

和肿

瘤科#这表明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的感染与患者的免疫因素密切

相关)从药敏试验结果看#

O+H

对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头孢吡

肟*头孢他啶*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较高%其中阿米卡星*庆大

霉素尤为显著#分别
(*1

*

($1

)

'&$

株
O+H

对环丙沙星及左

氧氟沙星的平均耐药率较低#分别为
&(1

及
&(1

)本研究结

果提示#对
O+H

所致感染应首选左氧氟沙星和磺胺%不应考虑

应用亚胺培南)

研究表明#

O+H

的耐药机制复杂#与其可产生
$

4

内酰胺

酶*氨基糖苷类钝化酶等灭活酶*外膜通透性改变*靶位变异*

多药外排泵的形式*生物膜形成及耐药基因转移等有关+

'4$

,

)

O+H

对
$

4

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产生金属依

赖性
$

4

内酰胺酶+

.

,

)金属酶属
0'

型
$

4

内酰胺酶由染色体介

导#主要水解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酶抑制剂和大多数碳青霉

烯类#对单环类抗菌药氨曲南敏感)

由于
O+H

易由定植菌发展成病原菌#且多重耐药情况日

趋严重#因此临床对感染患者不能仅凭经验用药#要尽快进行

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选择合适的抗生素)鉴于细菌耐药性具

有时间和地域的特异性#故建立本地区的细菌监测系统对指导

临床合理用药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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