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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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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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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尿液有形成分性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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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直接显微镜镜检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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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检验方法对
$

种有形成分的检出率经
!

" 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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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两种方法

的检出率存在差别&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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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尿液有形成分的检出率优于人工直接显微镜镜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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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尿液常规检验中对尿液有形成分的鉴别以直接涂片

人工显微镜检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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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涂片是将未处理的尿液涂片后#

置显微镜下观察进行定性读取结果*现在爱威公司生产的

*PK,+(&X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PK,+(&X

&基于显微镜检查

原理#具有自动检测目标跟踪系统#低倍镜锁定目标后#自动转

入高倍镜进行定点分析#并利用数码照相技术和计算机智能识

别技术结合为一体#辅以人工判别鉴定对尿液有形成分进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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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用人工显微镜检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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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检验方法

分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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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尿液标本进行检验#对其中检出红细胞)白细

胞)上皮细胞)管型的比率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
*PK,+(&X

性

能#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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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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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日常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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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患者新鲜清洁

中段晨尿$女性患者在留尿前要求清洗外阴&#用专用无菌尿杯

收集*检测前每份标本混匀后分成
"

份#分别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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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显微镜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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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和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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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配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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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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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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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前用
YXO

混悬液对仪器进行调

焦&对标本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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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尿液后#直接涂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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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显微镜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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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检测完毕#确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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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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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经人工审核后大于

%

为阳性$

*PKi

&#否则为阴性$

*PKV

&%显微镜镜检结果大

于
%

为阳性$镜检
i

&#否则为阴性$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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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PK,+(&X

和人工显微镜镜检对尿液有形

成分的检出率用配对
"h"

列联表资料的
!

" 检验#

!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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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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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人工显微镜镜检对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管型的检出

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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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细

胞)白细胞)上皮细胞)管型的检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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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检验方法对
$

种有形成分的检出率分别

用配对
"h"

列联表资料的
!

"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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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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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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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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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尿液标本
$

种有形成分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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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红细胞

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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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检
V

合计

白细胞

镜检
i

镜检
V

合计

上皮细胞

镜检
i

镜检
V

合计

管型

镜检
i

镜检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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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显微镜镜检方法鉴别尿液有形成分直接涂片法的优

点是!简便)反映的是尿液中的实际情况#属于确证检验%缺点

是!不定量#难标准化和规范化#再加上人工观察的视野非常有

限#结果受操作者技术水平和主观因素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程

度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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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临床尿沉渣检验的方法主要是以显微镜为基础

的形态学检查法和以流动式细胞为原理的流式细胞计数法*

前者是经典的形态检查方法#为尿沉渣检验的金标准#是尿沉

渣检查推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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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因为原理上的缺陷不是直接的形态学检

查#而是利用标记和散射等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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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尿沉渣进行分类计

数*因此#

*PK,+(&X

应用具有其局限性#只能作为尿沉渣检

验过筛检查#阳性标本必须用显微镜形态学检查来确认#但是

其自动化程度高和检测速度快的特点仍然受到临床检验工作

者的欢迎*

应用0机器视觉1技术的
*PK,+(&X

特点是!速度快)定位

准)可跟踪#结果客观稳定#存贮方便#可以重现#可以训练学习

记忆#应用于识别的各种特征参数可以提取#这些特点在实际

应用中有很大的意义*

*PK,+(&X

显微镜镜检过程全自动化!

即自动进样#进样后自动混匀样本#全自动显微镜检如计数池

前后左右移动)调焦距)高低倍物镜转换)调聚光镜等完全按照

经典的显微镜镜检方法的流程来设计#工作时通过低倍镜以多

于人工镜检上百倍的检查量对样品进行扫描过筛#保证了镜检

无漏检#尿液可以不需离心检验也能达到临床要求的检出率*

低倍镜抓取目标定位后转高倍镜采集目标的特征参数#计算机

对其进行处理)分析)描述)理解)拟合#完成识别过程#实现分

类计数#这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其应用前景巨大#同时

*PK,+(&X

采集图像#用于存贮)会诊#无需染色也能保证其较

高的识别准确性*应用已发展起来的自动控制技术和自主开

发独特的计算机显微镜识别软件#发挥计算机的高速度和高精

确性优势#沉渣镜检结果和尿干化学仪测定结果综合发出图文

并茂的报告*

本研究中
*PK,+(&X

对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管型的

检出率都高于人工显微镜镜检方法#经配对
"h"

列联表资料

的
!

"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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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PK,+(&X

对

尿液有形成分的检出优越于人工显微镜镜检方法#在实际工作

中可以更多替代传统的人工显微镜镜检方法#有很好的实用价

值*但是应用0机器视觉1技术的
*PK,+(&X

也有局限#要识别

某一目标#数据库中必须具备此目标的模型#否则不能识别*

并且#形态学是复杂的问题#影响因素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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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0机器

视觉1技术的应用能减少大量的人力#但目前还不能完全替代

人工识别#有时还需与0人工识别1相结合#以保证结果的准确

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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