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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分析尿液不同保存方法和检测方法对
%?B

尿肌酐"

7D<

#的影响!探讨留取
%?B

尿测定肌酐的

适宜保存条件和最佳检测方法%方法
!

在同一时间收集
%?B

尿液后!分别在不同时间加入不同防腐剂及采用不同

检测方法的条件下!检测初始和保存后的肌酐浓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时间$防腐剂和检测方法
!

种因素对

7D<

测定值的影响%结果
!

在室温条件下!

7D<

在
%?B

内均可保持稳定!没有明显变化&加入甲醛会降低
7D<

检测

值"

F

#

$L$>

#!加入
#%33=1

*

)

浓盐酸并调节
4

P

至
?L$R

!也会降低
7D<

检测值"

F

#

$L$>

#!而二甲苯对
7D<

检测

值没有影响"

F

$

$L$>

#&采用肌酐酶法检测的
7D<

值低于苦味酸法"

F

#

$L$#

#%结论
!

测定
%?B7D<

只需在室温下

放置
%?B

后!直接采用肌酐酶法进行检测!无需添加任何防腐剂%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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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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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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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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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味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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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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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

%的测定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评

估肾小球的滤过功能#同时也可与血肌酐一同计算出内生肌酐

清除率#可以更好地评估肾小球的功能+要获得准确的结果#

首先必须留取和保存好尿液#由于
%?B

尿液留取时间长#保存

困难#是否添加防腐剂和采用何种检测方法等多种因素都会导

致
%?B7D<

检测结果的误差+现在我们统一了留取方法的前

提下#就
%?B7D<

检测的影响因素#逐一展开探讨+

$

!

资料与方法

$L$

!

尿液标本
!

随机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上海

市肺科医院住院患者留取
%?B

尿液
!R

份+

$L/

!

方法
!

在同一时间嘱咐患者排尿于一清洁塑料桶中#并

混匀放置+根据试验设计需要采用以下
!

种方法!$

#

%采集
!R

份尿液在桶中混匀后#取出少量于
+,

管中#分别在室温$

#8

!

%Rc

%放置
%?B

后#再进行检测+$

%

%添加防腐剂+采集好
%?

B

尿液后#各自于桶中分为
!

组#先取出少量置于
+,

管中放置

在室温下#

!

组剩余尿液分别按
#e>$

比例加入
--U

二甲苯溶

液#按
#e%$$

的比例加入
?$U

甲醛溶液#用
#%33=1

"

)

浓盐

酸调节
4

P

至
?L$R

#有
!$

份尿液加入二甲苯溶液#有
!>

份尿

液加入甲醛溶液#有
!!

份尿液加入浓盐酸溶液#加入防腐剂后

的尿液混匀后再分别取出少量置于
+,

管中#放置在室温下保

存
%?B

#待全部尿液标本留取完毕后#将所有的尿液在同一时

间内进行检测+$

!

%将未加防腐剂的
!R

份采用肌酐酶法和苦

味酸法同时进行检测#对比两组检测结果+

$L'

!

器材与试剂
!

容量为
!$$$3)

带盖的塑料桶#

+,

管#防

腐剂$

?$U

甲醛,

--U

二甲苯溶液和
#%33=1

"

)

浓盐酸%+将

所有的尿液标本同时取出#充分混匀后进行
7D<

检测#仪器为

Pb&/'Pb8#8$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肌酐酶法试剂由德国罗

氏诊断有限公司提供#肌酐苦味酸法试剂盒由上海科华公司

提供+

$L1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L>

统计软件对测定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所有数据均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
I_@

表示#

F

#

$L$>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

保存时间对
7D<

检测的影响
!

留尿后立即检测
7D<

为

$

#$L$_?L%

%

33=1

"

)

#在室温下保存
%?B

后再检测
7D<

为

$

#$L%_ ?L$

%

33=1

"

)

#这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F

$

$L$>

%+

/L/

!

不同防腐剂对
7D<

的影响
!

见表
#

+在尿液中加入甲醛

后#立即检测值明显低于未加防腐剂即测值$

F

#

$L$>

%#加入

防腐剂后
%?B

测定值也是明显低于未加防腐剂即测值$

F

#

/

R#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FVC@'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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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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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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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尿液中加入二甲苯后#未加防腐剂即测值,加入防腐

剂即测值和加入防腐剂后
%?B

测定值#这三者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F

$

$L$>

%(在尿液中加入浓盐酸并调节
4

P

至
?L$R

#

加入防腐剂即测值明显低于未加防腐剂即测值$

F

#

$L$>

%#加

入防腐剂后
%?B

测定值也是明显低于未加防腐剂即测值$

F

#

$L$>

%+

表
#

!

不同防腐剂保存对
%?B7D<

的检测结果

!

%

I_@

)

33=1

&

)

'

防腐剂
'

无防腐剂即测
加入防腐剂

即测

加入防腐剂

后
%?B

甲醛
!> #$L$_?L% RL%_!L> 8LR_!L8

二甲苯
!$ RL!_!L- RL%_?L$ RL?_!LR

浓盐酸$

4

P?L$R

%

!! -L!_?L$ RL%_!LR 8L8_?L#

/L'

!

不同检测方法对
7D<

的影响
!

未加防腐剂的
%?B7D<

用肌酐酶法测定值为$

RL-_!L%

%

33=1

"

)

#低于碱性苦味酸法

测定值$

#$L$_?L%

%

33=1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

!

讨
!!

论

临床上
%?B

尿液检测用于多种疾病的诊断和随访+例

如!

%?B

尿液中某些离子检测可用于尿路结石患者的随访(

%?

B

尿蛋白定量可用于肾病综合征等疾病的诊断+

%?B

尿肌酐

可以辅助诊断很多临床疾病#如尿蛋白肌酐比值可以帮助诊断

糖尿病早期肾损害)

#

*

#如尿淀粉酶与
7D<

的比值可以辅助诊

断急性胰腺炎)

%

*

#

%?B7D<

与血肌酐同时检测#可计算出
%?B

肌酐清除率$

'D<

%

)

!

*

+

'D<

是临床上用于评估肾小球滤过率

$

\O]

%的主要指标之一#为急,慢性肾病的诊断,检测和预后提

供科学的依据+

通常检测
7D<

需要留取
%?B

尿#这就意味着
%?B7D<

测

定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如经过
%?B

的放置,留取方法不

当,环境因素等)

?

*

+尽管以往的研究表明#放置时间是影响尿

液检验结果的主要因素#如将尿液放置
!B

#尿糖浓度即有明显

下降(放置
-B

#尿蛋白,酮体和尿白细胞计数也明显下降#其原

因与细菌的分解作用有关)

>

*

+根据本试验的研究#虽然留取

%?B

尿肌酐标本时间长#但尿肌酐的浓度保持稳定#细菌污染

这个常见因素对肌酐检测并没有明显影响+

尽管肌酐十分稳定#但是采用不同的防腐剂对结果亦会产

生不同的影响+采用甲醛作为防腐剂#对肌酐的影响较大#加

入防腐剂后即测与加入防腐剂后
%?B

检测的结果明显下降(

采用二甲苯作为防腐剂对
7D<

的检测几乎没有影响(采用浓

盐酸作为防腐剂#调节
4

P

至
?L$R

#加入防腐剂后即测与加入

防腐剂后
%?B

检测的结果明显下降+另有文献报道#由于干

化学相对于传统的湿化学有其不同的工作机制#因此在某些项

目的检测中#添加盐酸可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肌酐浓度偏低#

并且相对偏差与肌酐浓度和改变后的
4

P

有关#其中低
4

P

值

造成的影响更为明显)

"

*

+

由于酶法测定肌酐比碱性苦味酸速率法$简称苦味酸法%

更为特异和准确#使酶法应用越来越普遍#国内已确定酶法测

定血清肌酐的参考区间)

8

*

#但由于
%?B

尿液留取不便#国内少

见关于酶法测定尿肌酐参考区间的报道#本试验研究表明#由

于尿液中假肌酐较少#而尿肌酐浓度又很高#故假肌酐对尿肌

酐的干扰少+在
!R

份
%?B

尿液中#用肌酐酶法测定值低于碱

性苦味酸法测定值$

F

#

$L$#

%#但两者仍然高度相关#这与国

内许多实验室的对比实验结果基本相符+

然而#

%?B

尿肌酐参考区间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试

验的结果也有待进一步证实#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健康人酶法测

定
%?B

尿肌酐作进一步研究#建立起健康人群的酶法测定

%?B

尿肌酐的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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