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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
:

种不同方法检测尿液红细胞%白细胞的差异性'方法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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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液标本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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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仪"尿干化学$%显微镜法"镜检法$

:

种方法同时进行红细胞和白细胞

的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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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干化学法对红%白细胞的检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二者与镜检法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
!

可将干化学和尿流式细胞分析两种分析均未显示异常!作为镜检的筛选条件!有异常发现者进一步

通过显微镜检查进行确认和纠正'尿干化学%尿流式细胞分析%显微镜联合检测是尿液分析的最佳模式!提高检测

速度的同时也保证检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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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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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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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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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是评估健康,疾病状态的一种最常用的检测项

目#特别是在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中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干化学法,尿流式细胞分析法及显微镜分

析法+但各种仪器和检测方法都有自身的优点和局限性#常出

现检测结果不一致的现象#给临床医生判读结果带来了困难+

为此本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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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门诊尿液标本用了
:

种方法同时检测并

将结果进行比较#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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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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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随机留取本院门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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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液标本#

其中来源于男性患者
*6$

例#女性患者
4%6

例#标本采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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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检测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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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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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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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流式

细胞分析仪#配套试剂及质控液%长春迪瑞
,9:((

尿液干化学

分析仪及配套试纸条和质控液#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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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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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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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流式细胞分析仪和
,9:((

尿液干化

学分析仪每天用质控物进行分析#所有患者的尿液检测分别用

尿流式细胞分析,尿干化学,显微镜镜检
:

种方法检测#所有操

作均限于同一熟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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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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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男性人群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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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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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检结果!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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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上参考范围均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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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法!以干化学测定的

阴,阳性为准+

:

种方法均以镜检法为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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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或干化学法结果阳性#而镜检结果为阴性,为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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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为阴性或干化学性结果阴性#而镜检结果阳性#为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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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应用
1X11$$&(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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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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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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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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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液标本测定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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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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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红细胞检出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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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阳性率为
$6&47

#

干化学法阳性率为
$8&*7

#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镜检

法阳性率为
$$&*7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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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干化学法相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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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细胞检出率方面!镜检法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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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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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7

#

干化学及
e\9$(((A

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二者与镜检

法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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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镜检结果为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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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干化学均存在假

阳性与假阴性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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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假阳性影响因素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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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检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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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标本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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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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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

阳性 阴性

白细胞

阳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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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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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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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假阳性及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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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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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

假阳性 假阴性

白细胞

假阳性 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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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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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红细胞假阳性 白细胞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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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对尿样中的有形成分直接作荧光

染色#利用流式细胞仪原理#通过前向散射光强度+前向散射

光脉冲宽度,荧光强度,荧光脉冲宽度以及细胞电阻抗等参数

来检测尿中有形成分的大小,长度,染色情况#从而区分尿中各

种有形成分#具有快速高效的特点#但由于尿中有形成分十分

复杂#形态大小不一存在着许多干扰因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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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与镜检存在一定差异+尿干化学分析仪通过测定细胞内所含

的化学物质来完成检验#其检测结果易受多种化学因素影响在

细胞检出率方面与镜检相比较也有差异#使其受到局限+

在红细胞检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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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流式细胞分析仪测尿液

红细胞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假阳性#结晶,酵母样菌,细菌,上皮

细胞等有形成分是影响红细胞检测最主要的因素#所占比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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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总比例为
6(7

#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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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红细胞碎片及少量影红细胞#干化学法检测尿

液红细胞是化学反应#主要检测采用血红蛋白类过氧化物酶

法#尿液中含有肌红蛋白#氧化剂或者菌尿#使结果产生假阳

性#干化学法假阳性
4%

例#对此
4%

例尿液进行肌红蛋白
m

不耐

热酶
m

过氧化物酶检测#其中含过氧化酶的菌尿
*(

例#尿中含

不耐热酶
$:

例#尿中含有肌红蛋白
8

例#其余原因不明+当干

化学法阳性#而镜检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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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流式细胞仪阴性时应考

虑红细胞在肾脏或泌尿道中被破坏)

*

*

+

在白细胞检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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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镜检在检出率方面也有

显著差异#假阳性问题也是较突出#特别是小圆上皮和结晶在

其中所占比例较大#分别达到
:'7

和
%'7

+干化学法假阳性

*(

例#经镜检其中
%)

例因为尿中混入阴道分泌物#含大量鳞

状上皮细胞#上皮细胞中含有磷酸酯酶与中性粒细胞酯酶化学

性质相似导致假阳性+余下
$%

例是因小圆上皮细胞#大量结

晶及肉眼血尿造成的假阳#在临床工作中常遇见干化学检测不

如
e\9$(((A

报告的阳性程度高#分析原因可能是急性感染#早

期感染白细胞破坏程度低#酯酶没完全释放的缘故#另外尿中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Q

或大剂量先锋霉素
0

,庆大霉素等药物

或尿蛋白大于
'

"

"

/

时#干化学法呈现假阴性+

综上所述#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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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分析仪能快速,准确检测

尿中多项参数#但由于干扰因素较多#难免出现假阳性或假阴

性的结果#所以只能作为快速筛选#当干化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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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一致阴性时#可以不做显微镜镜检#当二者不符或出现阳性结

果时#需要显微镜检测最后确认#三者联合对尿液标本进行分

析#给临床提供可靠的检测结果#提高临床的诊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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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

,-Y

$标志物常见模式及
,-Y92Z.

的检测与血清
'S9

核苷酸酶"

'S9ZK

$

的相关性'方法
!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确定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常见模式!同时用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定

量法测定
,-Y92Z.

!

'S9ZK

采用速率法'结果
!

实验组"

%d$::

$

'S9ZK

活性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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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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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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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升高!占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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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92Z.

病毒载量大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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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

例患者中
'S9ZK

活性升高
*$

例!阳性

率为
'4&)7

'结论
!

'S9ZK

可作为对乙型肝炎患者的病情治疗%监测环节具有辅助诊断价值的临床指标之一'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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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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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苷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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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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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病毒性肝炎是乙型肝炎病毒$

,-Y

&引起的一种世界

性的传染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而我国又是

高发地区#据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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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最新全国人群乙型肝炎血

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为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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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全球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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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感染过

乙型肝炎病毒#每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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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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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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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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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检测及
,-Y92Z.

检测结果是临床分析

或判断乙型肝炎患者病程中传染性强弱和疗效观察的重要依

据之一+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后的自然史中#乙型肝炎病毒表

面抗原$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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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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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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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公认的判断乙型肝炎病毒体内复制的重要指标+

本文探讨乙型肝炎患者常见的
6

种血清模式并结合
,-Y9

2Z.

的定量检测与其血清
'S9

核苷酸酶$

'S9ZK

&活性变化情

况#初步探讨血清
'S9ZK

活性是否与
,-Y

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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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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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均为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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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6

年
$(

月的体

检人员及门诊患者和住院患者+

$&$&$

!

健康对照组
!

本院
%(()

年
$(

月至
%((6

年
$(

月健康

体检人群中随机抽取
$$4

例#男
'%

例#女
4*

例#平均年龄
:)

岁#最小
%$

岁#最大
8(

岁+既往无肝胆疾病#乙型肝炎病毒标

志物全阴性或仅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抗
9,-E

&阳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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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组对照组
!

为本院
%(()

年
$(

月至
%((6

年
$(

月

门诊及住院患者+胆石症组
4(

例#男
%8

例#女
::

例#平均年

龄
**

岁#最小
$)

岁#最大
6:

岁+肝硬化组
%(

例#男
$4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6

岁#最小
**

岁#最大
)'

岁+肝癌组
$4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最小
:%

岁#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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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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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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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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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平均年龄

:8

岁+最小年龄
$4

岁#最大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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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经临床体检,

-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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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标志物检测#并按照
$66'

年全国传染病寄生虫学术

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诊断标准确诊#排除甲,丙,丁,戊等型

病毒性肝炎及胆管疾病,胆囊疾病,胆石症,肝硬化,肝癌,肝纤

维化及合并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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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

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O/

#置于血清分离胶

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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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离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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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洗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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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标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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