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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白细胞)红细胞干化学法检查与镜检不一致性分析

甘立新"湖北省咸宁市妇幼保健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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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尿干化学法和镜检的差异性分析为临床提供可靠的结果%方法
!

对
#$$$

例晨尿同时

用尿干化学分析法和尿液非离心镜检检验%结果
!

两种方法总符合率(白细胞为
(*2

!红细胞为
(#2

%结论
!

尿

液分析不能只看干化学分析!而忽视镜检%

"关键词#

!

尿液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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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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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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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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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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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作为一种常规检测项目#具有评估健康*疾病状

态#尤其是判断肾脏疾病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目前临床上主要

采用的方法有干化学分析法*尿沉渣显微镜检查#以及尿流式

沉渣分析法等)干化学分析法的检测结果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检测红细胞$

Q̀"

&及白细胞$

LQ"

&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现

象#必须结合尿液沉渣的显微镜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

,

)针

对这一现象#本文收集了本院门诊患者晨尿共
#$$$

例#同时

用尿干化学法和尿液非离心镜检同时检验#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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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用一次性专用尿杯收集门诊患者晨尿
#$$$

例#其中男
5&$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

!

仪器与试剂
!

尿液分析仪及配套
##3

试纸#奥林巴斯显

微镜及洁净载玻片)

$''

!

方法
!

尿液分析仪操作按说明书操作)尿液涂片镜检按

2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3操作及报告)各仪器每日均做日常

保养及质控尿液)

/

!

结
!!

果

/'$

!

结果判断
!

镜检法按2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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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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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检测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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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镜检结果作为参考方法#

LQ"

干化学法与镜检阳

性符合率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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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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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总符合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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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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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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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干化学法与镜

检阳性符合率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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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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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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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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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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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LQ"

干化学结果与直接镜检结果

干化学
直接镜检

K d

合计 不一致率$

2

&

K #$5 &( #)$ &$

d #$5 &( #)$ +$

dd &$5 &( &)$ +%

dd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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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d

表示阳性#

K

表示阴性)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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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干化学结果与直接镜检结果

干化学
直接镜检

K d

合计 不一致率$

2

&

K +$ *$ #,$ 5*

d #)$ *$ &$$ (,

dd #*$ #*$ )5$ ,$

dd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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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d

表示阳性#

K

表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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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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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由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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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尿液干化学法#与直接涂片镜检均

有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性#而
LQ"

干化学法与镜检总符合率为

(*2

#

Q̀"

干化学法与镜检总符合率为
(#2

#进一步证实了干

化学法与镜检的不一致性)

''$

!

LQ"

不一致性的原因分析
!

首先必须了解所用试剂带

各模块反应原理*注意事项*药物干扰可出现的异常以及参考

范围等)必须掌握试带检测每一成分的敏感度和特异性+

&

,

)

干化学法
LQ"

原理+

)

,

!尿
LQ"

试剂带中的吲哚酚酯重氮盐

与粒细胞胞质的酯酶反应形成紫色缩合物#其颜色深浅与细胞

的多少呈正比关系)以下几个因素是造成二者不一致的原因!

$

#

&干化学法只能测定粒细胞#不能与淋巴细胞反应#所以不能

象直接镜检那样#不论是淋巴细胞还是粒细胞均能检测到)

$

&

&尿液在膀胱贮存时间过长或尿标本放置时间过长#导致

LQ"

破坏#而镜检不到有形成分)$

)

&

LQ"

干化学法假阳性#

还可受甲醛*呋喃坦啶*大量胆红素等阴道分泌物影响+

5

,

)作

者平时工作发现尿标本镜检#含有大量上皮细胞时#干化学

LQ"

出现不同程度的阳性#而镜检则是看不到
LQ"

#这与李

兰琴和陈宏雷+

5

,的报道相符合)$

5

&

LQ"

干化学法假阴性还

受环境温度偏低+

,

,

*尿中含有某些大剂量药物$如四环素+

5

,

&及

尿中含有大量尿蛋白$清蛋白大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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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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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

首先要了解干化学法检测

Q̀"

的原理)干化学法红细胞检测原理+

)

,

!尿红细胞试剂带

中的邻甲联苯胺与尿液中的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等具有过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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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样活性物质反应#可使无色的邻甲苯胺脱氢变成蓝色的邻甲

联苯胺)以下因素均是造成二者不一致的原因!$

#

&尿试剂受

潮或使用期限过长使尿潜血假阳性#但镜检不到
Q̀"

)$

&

&尿

液标本必须新鲜以免
Q̀"

破坏后造成干化学阳性而镜检不到

Q̀"

)$

)

&某些患者
Q̀"

脆性大有抗溶性#因此尿干化学法假

阴性#而镜检有大量完整
Q̀"

+

5

,

)当尿液中含有大量破坏

Q̀"

*大圆上皮细胞时#干化学法阳性而镜检是阴性)$

5

&如果

使用甲醛保存尿液或用某些药物尤其是维生素
"

#会使干化学

法
Q̀"

假阴性+

&

,

)$

,

&留尿容器中有氧化剂或尿路感染时#微

生物产生过氧化物酶可使干化学法
Q̀"

假阳性+

&

,

)

综上所述#干化学法检测尿液虽简便*快速*敏感#但其影

响因素太多#为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其不能完全替代直接

镜检)若两者方法结合分析#可及时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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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泌尿生殖道支原体培养及药敏结果分析

龙喜雄!黄
!

勤"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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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该地区支原体感染及其药敏情况!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妇科门诊非重复送检标本做支原体常规培养&鉴定&计数&药敏一体化试剂盒检验%结果
!

感染总

阳性率为
,#')2

!其中解脲支原体"

gD

$是感染的主要病原体!占
*('#2

#单纯人型支原体"

0>

$感染占
&'*2

#混合

感染"

gDd 0>

$占
&#'&2

%抗生素敏感率结果(

gD

单纯感染时!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强力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

素敏感率较高!

gDd 0>

混合感染时!强力霉素&交沙霉素&美满霉素敏感率较高!

0>

单纯感染时强力霉素&交沙霉

素&美满霉素敏感率较高%结论
!

支原体感染以
gD

感染为主!目前敏感率比较好的抗生素是强力毒素&交沙霉素&

美满霉素!但
gD

和
0>

单纯感染&

gDd0>

混合感染!抗生素敏感率有差异!临床医生应综合考虑药物的特性&患

者个体的情况以及具体的药敏调整出合理的用药方案%

"关键词#

!

解脲支原体#

!

人型支原体#

!

感染#

!

药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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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感染是非淋菌性尿道炎$

WTg

&的一种#常引起慢

性前列腺炎*子宫内膜炎*盆腔炎*输卵管炎及不孕不育等疾

病#近年更有上升的趋势#成为常见的性病之一)临床医生为

了尽早解除患者的痛苦#常常是未等具体的药敏结果出来就采

用经验用药#而近年因为抗生素的大量*广泛应用#很多以前的

经验用药已经不再对支原体敏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综

合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
(#%#

例妇科门诊非重复

性送检支原体培养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现将结果统计分析报道

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妇科门

诊病例)

$'/

!

标本采集
!

以扩阴器暴露宫颈#用无菌棉签清洁宫颈外

口过多的黏液和分泌物#再用专门的取样拭子伸入宫颈
&@-

处#停留
#$

!

#,;

#缓慢旋转拭子#取得样本#放入专用管#立即

送检)

$''

!

试剂与方法
!

采用珠海市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

解脲支原体$

gD

&和人型支原体$

0>

&鉴定*计数*药敏一体化

试剂盒)

$'1

!

结果判断

$'1'$

!

支原体
!

培养基及药敏测试板上各孔不变色为阴性%

培养基*药敏测试板上阳性对照孔由澄清的黄色变为澄清的红

色#为阳性)分类!

gD

鉴定孔为澄清红色而
0>

不变色#则为

gD

阳性%

0>

鉴定孔为澄清红色而
gD

不变色#则为
0>

阳性%

gD

*

0>

鉴定孔都变澄清红色为混合感染#

gD

*

0>

都是阳性%

培养基为混浊红色#考虑细菌污染)

$'1'/

!

药敏
!

药敏测试板上每种抗生素设有两种浓度!高浓

度和低浓度)高*低浓度皆为黄色#该抗生素敏感%高浓度为黄

色#低浓度为红色#该抗生素中敏%高*低浓度皆为红色#该抗生

素耐药)

/

!

结
!!

果

/'$

!

支原体培养结果
!

(#%#

例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中有

)#*,

例培养出支原体#感染总阳性率为
,#')2

#其中
gD

是感

染的 主 要 病 原 体 占
*('#2

$

&5#(

"

)#*,

&%

0>

感 染 占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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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混合感染$

gDd0>

&占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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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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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

gD

单纯感染时#交沙霉素*

美满霉素*强力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敏感率较高#而环丙

沙星的耐药性最高达
(+'(2

)混合感染$

gDd0>

&时#强力霉

素*交沙霉素*美满霉素敏感率较高#

0>

单纯感染时强力霉

素*交沙霉素*美满霉素敏感率较高)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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