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下段及末端结石#必须嘱患者饮水约
'$$

#

=$$+O

#待膀胱

充盈后#行平卧位或俯卧位进行认真扫查#发现肾脏及管腔光

团或光点时#利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这一特征进行鉴别分析

诊断)

/

!

结
!!

果

&$$

例患者应用彩超0彩色快闪伪像1诊断后#均经其他联

合诊断及追踪复查证实)单纯肾结石
"$!

例#合并输尿管结石

"5'

例$其中上段
5<

例#中段
"<

例#下段
=&

例&#膀胱结石
=

例)结石最大为
&#'6+Y&#$6+

#最小为
$#%6+Y$#&6+

#患

者均有不同程度腹痛-腰痛-恶心-呕吐或尿频-尿急-尿痛及血

尿等症状)由于结石梗阻侧肾脏有不同程度积液#输尿管有不

同程度扩张#先用二维超声观察结石所在部位-大小-数量-声

影情况#再用彩超沿着扩张输尿管向下追查#发现强回声光团

或光点时#在患者屏气状态下#将适宜大小彩色取样容积框置

于可疑结石处#调节彩色增益-速度-滤波范围#此时彩色多普

勒血流显像在强回声或强回声光团-光点后方伴随明显五彩镶

嵌$彩色快闪伪像&信号回声)将脉冲多普勒频谱取样线置于

结石处#可见带有嚓声的高幅折返频谱#频谱由杂乱垂直带状

谱线构成)肾结石$结石直径小于
%++

#后方声影不典型&

Q

超检出率为
5$T

#应用彩色多普勒0快闪征1检出率提高到

"$$T

#对输尿管结石位于第一狭窄与第三狭窄处二维超声与

彩超检出率相同)介于第一狭窄与第三狭窄之间的结石病灶

Q

超检出率为
%'T

#应用采用彩超后检出率提高到
4&T

#二者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超声未发现的
=

例患者#

有
<

例显示输尿管末端喷尿次数减少#信号减弱)综合其超声

表现-患侧肾盂集合系统分离程度及临床表现#提出疑似诊断#

后经临床及其他影像学检查证实)

'

!

讨
!!

论

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病因复杂#和

环境-遗传-饮食-药物-代谢以及尿路异常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其发病急#常常伴随着剧烈的腰痛#恶心-呕吐或尿频-尿急-尿

痛-血尿等膀胱刺激征)结石可继发感染和梗阻#导致患者肾

功能丧失#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泌尿系结石

的诊断常用影像学检查并结合尿常规检查#能作出较为准确的

诊断+

"

,

)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法有
.

线平片-静脉肾盂造影-

超声-

9>

等)对较大的结石#其临床症状往往比较明显#各种

检查方法均容易诊断)但是对较小结石-隐匿性结石-碎石术

后残留小结石#常常因症状不明显或不典型#各种检查方法均

有一定困难)腹部平片可因骨骼-肌肉与尿路重叠-肠内容物

的干扰等#常常对小结石漏诊)静脉肾盂造影对较小结石可因

造影剂的掩盖而造成漏诊#而且难以区分
.

线阴性结石#疑血

块与肾盂肿瘤)

9>

凭借其断面成像和密度分辨力高等特点#

可以迅速准确地提供结石的数量-大小位置等信息#常作为临

床诊断泌尿系结石的金标准#但其辐射性较强且费用高)因

此#探索和发现新的诊断指标#避免不必要的
9>

检查#对结石

的诊断有重要意义)二维超声以简易-无创伤的特点被广泛应

用#但对于结石回声不强-后方声影不明显或无声影者#特别是

对直径小于
%++

的结石诊断有一定困难#而彩超对泌尿系结

石#特别对输尿管上段结石较易显示#中-下段结石沿着扩张输

尿管耐心追踪扫查#而且不断使用彩色多普勒显示进行鉴别分

析#其诊断率较高+

!0%

,

)

综上所述#超声对于诊断泌尿系结石有以下几个优点!$

"

&

对患者无痛苦-无创伤#是辅助检查诊断的良好方法之)$

!

&可

以同时了解肾功能情况及泌尿系其他疾患#可对结石进行定

位)$

&

&彩超检查输尿管结石较
.

线检查灵活性强#可多次-

多切面地扫查#弥补对
.

线不易显示结石以及结石影与骨骼

重叠和肠腔气体-腹腔淋巴结钙化-阑尾内粪石等干扰的不足)

$

%

&使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示对输尿管全程结石诊断率较二维

超声检查明显提高#但也容易受肠气过多-肥胖-操作者技术水

平以及仪器条件的影响)因此利用彩色闪烁征这一指标#有利

于诊断泌尿系结石#特别是小结石-隐匿性结石-碎石术后残留

小结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二维超声诊断的不足#从而避免一

些不必要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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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金标用于血液初筛的价值探讨

史卫芳"江苏省金坛市血站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梅毒抗体筛查方法对无偿献血者初筛的选择以及其价值%方法
!

对金坛市
!$$4

#

!$$=

年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WS(>

$筛查和
!$$5

#

!$"$

年用梅毒金标筛查后阴性标本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O](;

$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

!$$4

#

!$$=

年用
>WS(>

法筛查阴性的标本用
/O](;

检出阳性
"$%

份!占总

不合格率的
%$#$T

!

!$$5

#

!$"$

年用梅毒金标法筛查阴性的标本
/O](;

检出阳性
'5

份!占总不合格率的
&"#&T

%

结论
!

梅毒金标法用于无偿献血筛查优于
>WS(>

法%

"关键词#

!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梅毒金标#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梅毒#

!

献血者#

!

受血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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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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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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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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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者梅毒$

>X

&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血

液报废的主要原因之一+

"0&

,

)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为性传播-

母婴垂直传播和血液传播)梅毒发病率的增高也对我国的输

血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为提高输血安全#避免不必要的血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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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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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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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现将本站对
!$$4

#

!$"$

年
!!$$"

名无偿献血者梅毒检

测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4

#

!$"$

年本市无偿献血标本
!!$$"

份)

$#/

!

检测试剂
!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WS(>

&试剂购

自上海荣盛#

>X0

金标购自厦门新创#

>X0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O](;

&购自上海科华和厦门新创#以上试剂均在有效期内

使用)

$#'

!

主要仪器
!

(>;W

全自动加样仪-

Q/X

,

酶免分析系统-

;H7D?*FBC1E?

自动洗板机-

k,H

)

7D&%$G7

酶标仪)

$#1

!

方法
!

经
>WS(>

法-

>X0

金标法检测阴性标本#再用

/O](;

法检测)在使用
>WS(>

和
>X0

金标法两种试剂对照-

过渡阶段#两种方法检测均为阴性的双份标本#或仅有一种方

法结果为阴性的单份标本#均通过
/O](;

检测确证)所有操

作严格按照试剂使用说明书进行)

/

!

结
!!

果

/#$

!

!$$4

#

!$$=

年无偿献血者
>WS(>

筛查阴性标本
""!'"

份#

/O](;

检出
"$%

份#总不合格为
!<$

份#占总不合格率的

%$#$T

#见表
"

)

/#/

!

!$$5

#

!$"$

年无偿献血
>X0

金标法筛查阴性标本
"$4'$

份#

/O](;

检出
'5

份#总不合格为
"==

份#占总不合格率的

&"#&T

#见表
"

)

/#'

!

!$$5

年内#使用
>WS(>

和
>X0

金标法同时检测无偿鲜

血者标本
&"'=

份#

/O](;

检出
!"

份梅毒抗体阳性#其中

>WS(>

法判读为阴性
"=

份#

>X0

金标法判读为阴性者为
<

份)测算
>WS(>

法可致血液报废比
>X0

金标法高出
$#&=T

)

表
"

!

!$$4

#

!$$=

年和
!$$5

#

!$"$

年不合格人数比较

年份
总检测

人数
;O> 2Q*;

N

29: 2]: >X

总不合格

人数

!$$4

#

!$$= ""!'" !4 <$ <! 4 "$% !<$

!$$5

#

!$"$ "$4'$ &" %% %' = '5 "==

!!

注!

;O>

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Q*;

N

为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

原#

29:

为丙型肝炎病毒#

2]:

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

讨
!!

论

从表
"

可以看出#梅毒抗体检测是血液报废的重要原因#

因此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是预防经输血传染性疾病的重要手

段之一#无论对献血者和受血者来说都非常重要+

%

,

)本研究结

果显示#

>X0

金标法筛查后
/O](;

检测梅毒阳性率明显低于

>WS(>

筛查#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O](;

灵敏度高于
>X0

金

标法#

>X0

金标法灵敏度高于
>WS(>

法+

'0<

,

)从以上分析假设

每年采血
'$$$

人次#每人次
"#'S

#

"#'S

血液以
&$$

元计

算#

>WS(>

所用试剂成本大约为每人份
"#!

元#总计为
<$$$

元#

>X0

金标法所用试剂成本大约为每人份
!#'

元#总计为

"!'$$

元#从试剂价格上看#

>X0

金标法明显高于
>WS(>

#但

从血液报废率来看
>X0

金标法报废率低于
>WS(>$#&=T

#可

以从上述假设算出
$#&=TY'$$$Y"#'Y&$$f=''$

元#从血

液报废这方面来讲#血液资源节约了
=''$

元%另外#在检测费

和血袋耗材上每人份大约节约
&$

元#

$#&=TY'$$$Y&$f

'4$

元#共计为节约
5"!$

元#从而看出反而降低了试剂成本)

由此可见#

>X0

金标法的应用是可行的#它不但提高了初

筛梅毒的灵敏度#减少了血液资源的浪费#提高了输血安全性#

而且节约了试剂成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血站以后的血

液偿还也减少了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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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质控尿中氟化物的不确定度评定

韦凤栖"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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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为真实反映质控尿中氟化物检验结果的精确度!评定质控尿中氟化物的不确定度%方法
!

应

用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理论!结合实验方法!确定和计算测定过程中各不确定分量!分析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质控尿

中氟化物的不确定度%结果
!

本法测定尿中氟化物含量为
$#<"+

N

,

O

时扩展不确定度为
$#$%+

N

,

O

%结论
!

测量

结果与不确定度同时给出!才能说明测定结果的可信程度%

"关键词#

!

不确定度#

!

离子选择电极#

!

尿#

!

氟化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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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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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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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测量结果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度#因此测量结果

不确定度的评定是实验室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验室

管理的重要内容)在检测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分

析过程常出现误差#不能得到真值#为了合理地赋予被测量值

的分散性#本文根据0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1

+

"

,对离子选择

电极法测定质控尿中氟化物的不确定度进行了评定)

$

!

材料与方法

$#$

!

样品来源
!

质控尿样)测定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

!

仪器与试剂
!

X.(0!"'

型离子计由上海精科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生产%氟离子选择电极由上海雷磁仪器厂生产%

!&!

型

参比电极由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产)所用仪器全部

检定合格)氟化物标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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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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