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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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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管型的影响因素%方法
!

用
g]#$$$

&科宝
eO

&人工显微镜检查

"人工镜检$三种方法对
#)*

例肾病患者尿液进行管型测定分析比较%结果
!

以人工镜检为标准!

g]#$$$

测定管

型的假阳性率为
),'#2

!科宝
eO

的假阳性率为
&&')2

!

g]#$$$

与科宝
eO

的测定结果与人工镜检法比较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黏液丝&上皮细胞等因素可干扰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对管型的测定结果%结论
!

全自

动尿沉渣分析仪只能作为测定管型的筛查试验!遇管型阳性结果时!必须用人工显微镜检测复核%

"关键词#

!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

管型#

!

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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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尿沉渣标准化要求的提高和各实验室尿液标本量的

不断增加#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它们的出

现虽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标准化程度#但不能完全代替人工

镜检)许多学者论证了尿沉渣分析仪对尿红细胞*白细胞的检

测有较高的符合率+

#

,

#与人工显微镜检查$人工镜检#手工法&

有很好的相关性#但对管型检测的误检率较高)本文拟通过两

种主流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管型的影响因素进行比对#以便使检

验工作者能更好地掌握及应用尿沉渣分析仪)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收集本院肾内科住院患者
#)*

例晨尿标

本#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Y&)'&

&岁)

所选患者中经肾活检确诊为肾小球肾炎
#$#

例#经有关影像学

检查确诊为肾输尿管结石*肾盂肾炎等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德国科宝
eO

尿沉渣仪#日本
O

H

;-:I

g]#$$$

流式尿沉渣仪及日本
NC

H

-

B

D;

显微镜#所用试剂均为

原装试剂#并用原装质控物对仪器进行质量控制)

$''

!

方法
!

每例标本均同时用科宝
eO

和
g]#$$$

检测#按仪

器操作说明书进行)手工法按第
)

版2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3中尿沉渣定量检查推荐法+

&

,进行#并对管型检测假阳性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上述测定物均于尿标本送检后
&>

内完成)

$'1

!

统计学方法
!

以手工法为标准#统计两种仪器的假阳性

及假阴性率#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所有数据用统计软件

OZOO##'$

分析)手工法阳性标准!

%

$

"

"

/

)

/

!

结
!!

果

/'$

!

以手工法为诊断标准#

g]#$$$

及科宝
eO

的检测结果见

表
#

)各组间假阳性率比较#

g]#$$$

与科宝
eO

相比#

>X

#'(,)

#

!X$'$%&

%科宝
eO

与手工法相比#

>X#'+#&

#

!X

$'$5(

%手工法与
g]#$$$

相比#

>X&'##&

#

!X$'$5+

)

表
#

!

两种仪器与手工法检测结果比较

方法 假阴性率$

2

& 假阳性率$

2

& 均数$

HYD

#个"
"

/

&

g]#$$$ $', ),'# ##')5Y&')#

科宝
eO &'$ &&') %'#5Y#')&

/'/

!

标本的干扰分布情况
!

见表
&

)

表
&

!

两种仪器检测尿管型的影响因素'

+

%

2

&(

影响因素 科宝
eO g]#$$$

黏液丝
#%

$

(#',

&

)#

$

(+'#

&

上皮细胞
+

$

&)'#

&

,

$

#$'5

&

类管型
&

$

,')

&

)

$

(')

&

红白细胞增多
5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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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型分析是临床尿液检查中重要的检验项目#在泌尿系统

疾病的诊断中有较高的临床价值)随着对尿沉渣检查的标准

化*自动化和定量化要求的不断提高#全自动尿沉渣分析技术

的应用不断发展并逐渐普及)目前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根据

分析原理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日本
O

H

;-:Ig]

系

列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为代表的红色导体激光的流式细胞检

测法+

)

,

%另一类是基于摄像后的图像识别技术#比如美国的

Jh4&$$

#德国的科宝
eO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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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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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在人体虽然所需甚微#但生理作用却十分重要#

锌在体内与
+$

多种酶的活性有关#如
PW3

*

Ẁ3

转录酶等)

缺锌可引起食欲不振#生长发育迟缓#免疫力低下等#0伊朗乡

村病1就是锌吸收障碍而引起的缺锌疾病)本次调查研究发

现#本地区缺锌率为
&2

#远低于
&$$,

年2中国居民营养与健

康现状3发布的
(

岁以下儿童近
5

成缺锌的情况#与国内的其

他地区报道也相差较大#如泰安地区缺锌率为
&5'+%2

+

#

,

#孝

感市城区缺锌率为
##'%52

+

&

,

#这说明本地区儿童锌元素缺乏

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铁在微量元素中是体内含量最多的一种#铁是血红蛋白*

细胞色素系统*呼吸链中的主要复合物等重要组成部分)缺铁

可导致贫血*免疫低下*口腔炎等)本次调查发现南村镇儿童

缺铁率较低#仅为
$'*%2

#与邻近的南海区+

)

,相比较#明显

较低)

钙在生物体中是一种重要的元素#体内的钙不仅参加骨骼

和牙齿的组成#而且参与新陈代谢等)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区学

龄前儿童并不缺钙#缺钙率为
$2

#这与姜凯等+

5

,报道不同#这

说明本地区儿童血钙处于一个相对较好的水平)

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神经的重金属元素#是不可降解的

环境污染#人体内理想的血铅浓度应该为
$

#铅中毒可引起智

力低下*多动*反应迟钝等症状)调查显示本地区铅中毒率明

显高于全国中毒率的
#$'5,2

#铅中毒率高达
&('*%2

)这有

可能与沿海地区工业相对发达#环境污染较重而引起铅中毒率

高有关+

,

,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后#应该广泛宣传铅中毒的危

害#注意合理饮食#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

的食物#如猕

猴桃*海带*紫菜*黑枣等)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学龄前男女儿童性别中血液中锌*铁*

钙*铅微量元素含量之间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

%

$'$,

&#这

与国内张建英+

(

,报道不同#这说明本地区男女儿童处于一个相

对较平衡水平)

通过对本地区儿童血微量元素含量的现状调查分析#由于

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水平比较高以及环境因素污染

较重的原因#微量元素含量有较明显的地域差别+

*

,

)本次调查

旨在引起本地区家长和有关部门对儿童微量元素缺乏与铅中

毒的高度重视#重视监测#早发现*早治疗#合理指导儿童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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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许多学者报道了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与手工镜

检法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

,

#但也存在诸多干扰因素#尤其管型

的不符合率较高+

(4*

,

)本实验分别用
g]#$$$

及科宝
eO

两种

方法的代表机型分析了
#)*

例肾病患者尿标本中的管型成分#

同时用手工镜检结果作为标准参照#探讨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检测管型的影响因素)从表
#

可见
g]#$$$

与科宝
eO

的管型

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与手工镜检法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
g]#$$$

的假阳性率为

),'#2

#科宝
eO

的假阳性率稍低#为
&&')2

#而两者的假阴性

率均很低#分别为
$',2

和
&'$2

)由此说明全自动尿沉渣分

析仪对尿中管型成分测定有较高的灵敏度#但特异性较低)从

表
&

中可发现#影响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管型的干扰因素

主要来源于黏液丝*上皮细胞等)当尿液标本所含黏液丝增多

时#科宝
eO

所拍图像会存在上下层次#使其成分拍摄不清晰

导致假阳性#而
g]#$$$

流式尿沉渣分析仪测定黏液丝的前向

散射光强度与管型相似#故造成干扰)从表
&

还可知道#上皮

细胞对摄像识别型尿沉渣分析仪测定管型的干扰较大#而脓*

血尿标本则对流式尿沉渣仪测定管型的干扰较大#这可能与两

种仪器的分析原理不同有关)

综上所述#尿中诸多有形成分可干扰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对管型的测定#故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只能作为检测管型的筛

选试验)即尿沉渣分析仪测定结果在生物参考区间内的样本

无需显微镜复查#如果仪器测定管型提示阳性时必须用人工镜

检法复核#不能直接报告仪器测定值#以避免误诊*漏诊#提高

尿沉渣检查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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