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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花!徐吟亚!付
!

波!张凤英"武钢总医院检验科!武汉
!

?!$$R$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7O.>$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液有形成分的干扰因素%方法
!

随机抽取近期部分该院住

院患者$门诊患者和体检人员尿液标本共
#%$$

份!利用
7O.>$

尿沉渣分析仪和尿沉渣镜检分别对尿液标本进行测

定!对各检测项目的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

7O.>$

尿沉渣分析仪能快速$准确地分析多个参数指标!已成为尿

液检测标准化的基础!但由于存在许多复杂的干扰因素!部分检测结果会出现假阳性和假阴性%因此!

7O.>$

尿沉

渣分析仪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过筛工具!但不能代替尿沉渣显微镜检%结论
!

在临床尿液常规检查中!尿沉渣分析

仪结合尿沉渣镜检!可以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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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有形成分分析可反映泌尿系统各部位的变化#为临床

诊断肾脏和泌尿系统疾病提供可靠依据+尿液中的有形成分

包括细胞,管型,细菌,真菌,结晶,精子及寄生虫等+尿液有形

成分分析有多种方法#目前临床常用的包括尿沉渣镜检法,干

化学方法和流式细胞术法+由
*

2

63CH

公司生产的
7O.>$

尿

沉渣分析仪采用电阻法,流式细胞技术与荧光染色技术结合的

方法对尿沉渣进行分析#该仪器检测尿液有形成分已经得到广

泛的临床应用#但由于尿沉渣成分复杂#该方法在尿沉渣检测

中难于避免假阳性的产生)

#.%

*

+本研究随机抽取近期部分本院

住院患者,门诊患者和体检人员尿液标本共
#%$$

份#利用

7O.>$

和尿沉渣镜检进行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探

讨
7O.>$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液有形成分的干扰因素#从而

提高尿沉渣的检验质量#为临床提供更为准确的检验报告+

$

!

材料与方法

$L$

!

标本来源
!

随机抽取本院
%$#$

年
-

月
R

日至
##

月
%"

日部分住院患者,门诊患者和体检人员尿液标本共
#%$$

份+

$L/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01

2

3

4

56

显微镜,

7O.>$

全自动尿沉

渣分析仪$日本
*

2

63CH

公司%及其配套试剂+

$L'

!

方法
!

用一次性专用塑料尿杯收集随机中段尿每份
#%

3)

+将尿液充分混匀后先使用
7O.>$

尿沉渣分析仪进行尿

沉渣分析#然后将剩余标本离心后进行尿沉渣显微镜检查+所

有操作均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

*的要求进行#标本于

%B

内检测完毕+

/

!

结
!!

果

/L$

!

报告方式
!

$

#

%尿沉渣镜检!尿标本中以沉渣镜检
[N'

$

!

>

个"高倍视野#

]N'$

!

!

个"高倍视野#管型
$

!

#

个"高

倍视野为正常参考范围#超出范围视为阳性+$

%

%

7O.>$

!尿标

本中以尿沉渣定量#

]N'

!男性
$

!

#%

"

.

)

#女性
$

!

%?

"

.

)

(

[N'

!男性
$

!

#%

"

.

)

#女性
$

!

%"

"

.

)

(管形!

$

!

%

"

.

)

为正常

参考范围#超出范围视为阳性+

7O.>$

阴性而尿沉渣镜检阳性

为假阴性#

7O.>$

阳性而尿沉渣镜检阴性为假阳性+

/L/

!

检测结果
!

#%$$

份尿标本分别以尿沉渣镜检及
7O.>$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

种方法测定
#%$$

份尿标本有形成分的结果

检测项目
尿沉渣

镜检
'

7O.>$

$

'

%

阳性 阴性

假阳性率

$

U

%

假阴性率

$

U

%

红细胞
阳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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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R #L>

白细胞
阳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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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型
阳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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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8 $L>

细菌
阳性

阴性

#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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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R $L$

上皮细胞
阳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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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
阳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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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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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酵母细胞
阳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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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因素分析
7O.>$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产生假阳性,假

阴性的干扰因素分别见表
%

,

!

+

表
%

!

7O.>$

尿沉渣分析仪结果假阳性干扰因素分析

检测项目 干扰因素 假阳性$

'

%

红细胞 草酸钙结晶
>"

类酵母样细胞
%$

细菌聚集
#>

无定型盐类结晶
R

其他
?

白细胞 上皮细胞
>"

管型
#>

细菌
#%

其他
-

管型 黏液丝
?!

脓细胞
!#

上皮细胞
#R

结晶
#%

细菌 容器污染或放置时间过长
?-

上皮细胞 白细胞
!?

管型
"

其他
?

精子 黏液丝
%$

类酵母样细胞
?

细菌
%

类酵母细胞 细菌
#-

结晶
#>

表
!

!

7O.>$

尿沉渣分析仪结果假阴性干扰因素分析

检测项目 干扰因素 假阴性$

'

%

红细胞 红细胞高度异形性
#$

红细胞黏附或聚集
>

红细胞溶解破碎
!

白细胞 白细胞黏附或聚集
!#

白细胞溶解破碎
#8

管型 透明管型
"

类酵母样细胞 误为红细胞或精子
%?

'

!

讨
!!

论

7O.>$

尿沉渣分析仪可对白细胞,红细胞,上皮细胞,管型

等进行准确计数及定量报告#由于尿液成分比较复杂#有些成

分大小,形态,性质相似#当同时存在于尿液中时可使仪器不能

正确分类#因此会使部分检测结果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复检

标本中#管型受干扰最大#红细胞和白细胞次之+红细胞假阳

性的主要干扰因素为草酸钙结晶和类酵母样细胞#可能由于两

者与尿液红细胞具有相近的荧光或前向散射光特性#从而降低

了
7O.>$

尿沉渣分析仪对红细胞的识别能力+此外#成堆的

细菌,无定型盐类结晶等也会引起红细胞的假阳性率增高+在

红细胞假阴性结果中#主要干扰因素为红细胞的高度异形性#

可能因为红细胞的高度异形性$如影细胞%或红细胞附着在黏

液丝上可使仪器漏检从而引起红细胞假阴性率减低#这与李丽

娜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临床应用中#

7O.>$

尿沉渣分析与

光学显微镜结合使用是鉴别血尿来源的较好策略)

>

*

+上皮细

胞,管型,细菌等可影响白细胞的检测#而引起白细胞假阳性率

增高+尿中上皮细胞增多时#由于受尿液渗透压和
4

P

值的影

响#上皮细胞大小和形态都很不一致#部分上皮细胞与白细胞

体积和形态相似#荧光强度和散射光强度相同#因此仪器易将

其误认为白细胞+在白细胞假阴性结果中#大多数干扰因素

是由于白细胞集聚成团#吸样时未能吸到白细胞团或白细胞破

碎使尿沉渣镜检不出来所致+

7O.>$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中

管型受多种因素影响)

"

*

+由于管型,脓细胞,上皮细胞及黏液

丝的形态,大小,染色性有许多相似之处)

8

*

#因此用
7O.>$

进

行尿检时会造成管型的假阳性率增高+此外#透明管型通过

7O.>$

尿沉渣检测系统发出的前向散射光强度较弱和脉冲数

较少#可引起管型的假阴性降低+尿沉渣镜检确认有细菌,上

皮细胞和精子存在的标本通过
7O.>$

尿沉渣分析仪测定#结

果完全一致+容器污染或标本放置时间过长可导致细菌的假

阳性增高+上皮细胞假阳性多由于白细胞,管型等所致+精子

假阳性则主要由黏液丝,伴有菌丝的类酵母样细胞或细菌所

致+此外#类酵母类细胞误认为红细胞或精子会引起其假阳性

减低+

综上所述#

7O.>$

尿沉渣分析仪由于干扰因素多#会出现

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尿沉渣显微镜检查仍是尿液中有形成

分检查的最准确的方法+在进行尿液自动化分析的同时#必须

重视尿液的形态学检查)

R.-

*

+因此#

7O.>$

尿沉渣分析仪分析

后标本复检仍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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