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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
bO!"'''A

沉渣分析仪'干化学分析仪与显微镜检测尿中白细胞"

YR,

%'红细胞"

-R,

%结

果的对比!对其产生的假阳性'假阴性结果进行探讨&方法
!

收集门诊患者新鲜随机尿液
(''

例!分别用
bO!"'''A

尿沉渣分析仪'尿干化学分析仪与显微镜检测尿中
YR,

'

-R,

&结果
!

以显微镜镜检结果作为检测尿
YR,

'

-R,

的金标准&干化学分析仪'

bO!"'''A

沉渣分析仪
YR,

检测结果的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1)%#"6

'

7*%*)6

!假阴性率

分别为
"&%*76

'

#%#(6

!阴性符合率分别为
7&%&"6

'

1(%&$6

!假阳性率分别为
)%)76

'

"$%)*6

$

-R,

检测结果的

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7$%('6

'

7)%**6

!假阴性率分别为
(%)'6

'

&%#$6

!阴性符合率分别为
1(%#"6

'

1*%"&6

!假阳

性率分别为
"$%*76

'

"#%1&6

&结论
!

bO!"'''A

沉渣分析仪与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尿中
YR,

'

-R,

快速简便!但假

阳性率与假阴性率较高&只能做为过筛试验!不能完全取代显微镜检查!必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即能提高工

作效率!又能保证检验质量!避免误诊和漏诊!从而给临床提供准确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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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尿干化学分析仪+尿沉

渣分析仪不断涌现出来#并被普遍使用,这样就使尿液分析实

现了自动化#大大提高了尿液分析的检查速度#提高了工作效

率,同时#也使检验人员过于依赖先进的自动化仪器#而忽视

了尿镜检的重要性#或者省略此项检查#结果出现了白细胞

$

YR,

&+红细胞$

-R,

&假阳性+假阴性结果#给临床造成误诊

或者漏诊,为提高门诊检测尿液分析的工作效率及检测尿

YR,

+

-R,

的准确率#作者在日常实际工作中对
(''

例患者门

诊尿液标本分别用
$

种方法进行检测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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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收集本院门诊患者随机中段尿液标本
(''

例#尿杯为一次性塑料尿杯#

#@

内完成测定,

$%/

!

方法

$%/%$

!

干化学分析仪
!

每天开机后#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说明

书进行#用尿液室内质控检测并保证在控#随后对患者标本进

行检测,

$%/%/

!

bO!"'''A

沉渣分析仪
!

在尿干化学分析仪测定完成

后#按照仪器操作规程在
bO!"'''A

沉渣分析仪上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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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检法
!

在
bO!"'''A

沉渣分析仪+尿干化学分析仪上

进行尿液分析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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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载玻片上进行显微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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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

$%1

!

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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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分析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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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微升#红细胞

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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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微升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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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渣分析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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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升#红细胞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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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微升为阳性%男性!白细胞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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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微升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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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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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高倍视野白细胞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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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红细胞大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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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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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以镜检法为金标准#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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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渣分析仪+干化学分析仪的阳性符合率+假阴性率+阴性符合

率+假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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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渣分析仪+干化学分析仪与镜检法检测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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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微镜镜检结果作为尿液检测
YR,

+

-R,

的金标准,

对两种仪器法所测结果分别进行分析评价#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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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尿液分析具有重要的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有利于疗

效观察和预后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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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尿中
YR,

+

-R,

的检测#对尿路感

染+泌尿系结石及各种急慢性肾炎+结核+恶性肿瘤等泌尿系统

疾病的诊断有着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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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
bO!"'''A

沉渣分

析仪#联合干化学分析仪和显微镜检查#以显微镜镜检作为金

标准#对比观察分析尿液中
YR,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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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
YR,

的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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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分析仪检测
!

YR,

阳性结果完全相符
##)

例,

阳性符合率为
1)%#"6

#假阴性率
"&%*76

,造成这种假阴性

是因为干化学法只能检测细胞质内含有酯酶的细胞#而不能测

定那些酯酶缺乏的细胞,故当某些以淋巴细胞感染为主的疾

病时#可出现尿检与临床不符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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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假阴性结果,

另外#干化学分析仪易受尿中高葡萄糖+高蛋白尿及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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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霉素等药物影响#也会出现假阴性)

)

*

,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尿

YR,

阴性结果完全相符
$"7

例#阴性符合率
7&%&"6

#假阳性

率
)%)76

,其原因可能为尿液中含高浓度胆红素或某些药物

如呋喃妥因#以及女性患者尿液受到白带污染+冬季时尿中盐

类析出等都可导致干化学分析仪结果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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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渣分析仪检测
!

YR,

阳性结果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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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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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阴性率
#%#(6

,阴性结果完

全相符
#17

例#阴性符合率
1(%&$6

#假阳性率
"$%)*6

,其原

因一方面为尿中结晶+小圆上皮细胞+酵母菌+滴虫+大量扁平

上皮细胞等成分存在时可能干扰对白细胞的检测#造成假阳

性)

&

*

,另一方面主要由聚集
YR,

与退化
YR,

引起而造成假

阴性,

由此可以看出#在尿液
YR,

的检测中#干化学分析仪的

假阴性率高于
bO!"'''A

沉渣分析仪#故阳性率低#漏检率高,

bO!"'''A

沉渣分析仪的假阳性率高于干化学法分析仪#易造

成误诊,故必须借助显微镜检查#才能避免漏诊和误诊现象,

'%/

!

尿液
-R,

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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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阳性结果完全相符
"("

例#

阳性符合率
7$%('6

#假阴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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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结果完全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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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阳性率
"$%*76

,其原因为干

化学分析仪检测尿中
-R,

#是利用
-R,

内血红蛋白$

aI

&具有

过氧化物酶样作用#既可检测完整的
-R,

#又能测定游离的

aI

#而显微镜检测只能看到完整的
-R,

,另外当尿中存在大

量维生素
,

以及
-R,

变形#其与试纸模块接触而不易破坏#使

aI

不能释出#均可导致假阴性结果,而尿液中含有强氧化剂

或某些产过氧化物酶细菌以及溶血性疾病时均可导致假阳性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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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渣分析仪检测
!

-R,

阳性结果完全相符

"($

例#阳性符合率
7)%**6

#假阴性率
&%#$6

#阴性结果完全

相符
$*$

例#阴性符合率
1*%"&6

#假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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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

为尿中结晶+酵母菌+细菌+上皮细胞+精子可导致假阳性,假

阴性结果是由于影
-R,

与
-R,

聚集引起,当尿液黏液成分

太多时#使
-R,

不易着色而导致假阴性,

在尿液
-R,

的检测中#干化学分析仪与
bO!"'''A

沉渣分

析仪的阳性符合率+阴性符合率均较高#并较为一致,但是由

于以上原因而导致了与镜检法的差异,因此当两种仪器法结

果出现无法解释时#应以镜检法复检,

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尿液分析仪由于检测速度快#因此

在大批量标本的检测中占有较大优势#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

轻劳动强度,但受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会使检测造成假阳

性+假阴性结果,

bO!"'''A

沉渣分析仪与干化学分析仪各有

其特点#两种仪器法联合应用#可有效降低漏检率和镜检复检

率,而显微镜检查虽然操作繁琐#但仍为尿沉渣分析的金标

准,事实上#智能化仪器只能起到过筛作用#而显微镜镜检仍

是检测尿中
YR,

+

-R,

的金标准方法,检验科医师要以严谨

的科学态度去对待每份标本#既不能为单纯减少工作量只用仪

器检测#而忽视显微镜镜检#但也没有必要每份标本都镜检,

应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互补#才能提高检验的准确性,

若为非肾脏及泌尿系统和溶血性疾病#当干化学分析仪与
bO!

"'''A

沉渣分析仪的
YR,

+

-R,

检测结果全部显示正常#又无

异常提示时#可无需进行显微镜镜检,当干化学分析仪与
bO!

"'''A

沉渣分析仪的
YR,

+

-R,

检测结果全部显示异常时#需

进行显微镜镜检,另外#干化学分析仪与
bO!"'''A

沉渣分析

仪的
YR,

+

-R,

检测结果不相符合时#也需进行显微镜镜检#

最终以镜检为准,这样可使检验科医师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同时也可避免误诊和漏诊#提高检验质量#给临床提供准确的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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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尿中红细胞形态在肾小球性肾炎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应用相差显微镜对血尿中红细胞

进行计数及形态分型$应用
,\!&''

尿液分析仪对尿中蛋白质进行定性分析&结果
!

尿中红细胞在肾小球肾炎组

与非肾小球疾病组及健康对照组比较均显著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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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肾小球性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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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中红细胞形态在诊断肾小球肾炎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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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是泌尿系统疾病中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引起血

尿的原因很多#正确判断血尿的来源对于指导诊断治疗具有重

要的意义)

"

*

,近年来#关于血尿来源诊断的方法多种多样#但

至今仍未建立客观+快速+简便的诊断方法)

#

*

,许多专家指出#

使用相差显微镜进行红细胞计数#检测红细胞的畸形率#评价

血尿中红细胞形态在肾小球肾炎诊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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