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

统计学方法
!

男,女
&R+

计数合格率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见表
"

!

)

+检测情况
"$#1

名献血者中$男
!1"

名#女

!.!

名%+

表
"

!

男性各血型
&R+

小于
"!$l"$

*

*

R

或大于或等于

!!

"!$l"$

*

*

R

分布情况%

&R+

计数

!!!

大于或等于
"!$l"$

*

*

R

合格&

血型
3 J P 3J

合计

1 "/2 "1" "/# 2# !1"

&R+

&

"!$l"$

*

"

R

"$$ "$2 ""* .1 )2*

&R+

)

"!$l"$

*

"

R

/2 !/ !* .. .".

&R+

计数符合捐献率$

0

%

2) )! )) 21 )#

表
.

!

女性各血型
&R+

小于
"!$l"$

*

*

R

或大于或

!

等于
"!$l"$

*

*

R

分布情况%

&R+

计数

!!

大于或等于
"!$l"$

*

*

R

合格&

血型
3 J P 3J

合计

1 "1# "!1 "!) 2# !.!

&R+

&

"!$l"$

*

"

R

*. #" // ./ .//

&R+

)

"!$l"$

*

"

R

/1 /! /1 ." .2#

&R+

计数捐献符合率
0 2! 2# 2*-! 22 2/

表
)

!

男性与女性
&R+

计数捐献符合率%

0

&

项目
1

&R+

)

"!$l"$

*

"

R

&

"!$l"$

*

"

R

符合率

男性
!1" .". )2* )#

女性
!.! .2# .// 2/

!!

注!男性与女性
&R+

计数符合率比较#

%

.

i*-1.

#

;

&

$-$"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讨
!!

论

目前很多疾病如骨髓功能衰竭
h

急性白血病,慢性持续性

&R+

减少症的治疗都需要
&R+

输注#特别随着造血干细胞移

植的发展#更加离不开
&R+

输注治疗)

)

*

#

&R+

输注量呈逐年

增长趋势+卫生部相关文件规定机采
&R+

全部来自无偿献

血#0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1$

.$$*

年修订%机采
&R+

每

"

个治疗单位按
2

次改变成机采
&R+

每
"

个治疗单位按
"

次

计算#对捐献者的积极性也有所损伤#而且
&R+

保存时间只有

!8

#捐献者要到血站或固定献血屋#捐献机采
&R+

比捐献全

血所需时间长#这都给献血者带来不便#献血者生理,身体原因

也对
&R+

计数有很大影响$一天中
&R+

有变化%#有时招募
)

个献血员也不能从中筛选一个合格的机采捐献者)

24!

*

+根据调

查结果#本地无偿献血人群
&R+

含量普遍偏低#男,女各血型

&R+

计数符合捐献机采
&R+

者均不足
!$0

(女性
&R+

计数

机采捐献合格率高于男性#为了给临床提供足够的
&R+

#一是

加强对机采
&R+

的宣传#让更多的无偿献血者了解捐献机采

&R+

和捐献全血一样#对身体没有损害(二是提高对机采
&R+

捐献者的待遇$如给献血者发放路费和误餐补助等%同时向相

关部门建议在本地继续实行捐献一个治疗量机采
&R+

仍然按

2

次全血对待(三是建立固定机采
&R+

库#把
&R+

计数合格的

献血者档案集中起来随时或定期进行通讯联系#而且献血者以

往通过献血体检#再次捐献机采
&R+

时#既能提高筛选合格

率#又能保证血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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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有形成份检测在体检中应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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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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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雯!池飞燕!林幸清!黄
!

英"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联合应用
Z(4"$$$B

尿有形成份分析仪&尿干化学分析仪及尿沉渣显微镜检测尿液成分的

体检价值$方法
!

收集到本院体检的新鲜尿标本
"$$$

例!分别用
Z(4"$$$B

&干化学及镜检分别检测!并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
!

Z(4"$$$B

与干化学检测结果检测红细胞&白细胞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其中有
"*

例干化学法

检测阳性!

Z(4"$$$B

检测为阴性'另有
1

例
Z(4"$$$B

检测为阳性标本!干化学法检测为阴性'

Z(4"$$$B

检测红细

胞&白细胞!以镜检为标准的
.

种成份假阳性率分别为
"#-10

&

"!-/0

!假阴性率分别为
"-.0

&

"-!0

$干化学联合

检测与镜检比较!

Z(4"$$$B

与干化学联合检测红细胞阳性
#1

例!镜检阳性
#.

例!符合率为
*!-)0

!白细胞阳性
")!

例!镜检阳性
".!

例!符合率为
*.-10

'

2

例
Z(4"$$$B

红细胞阳性!镜检为非晶型盐类
.

例!真菌
.

例!

Z(4"$$$B

与

干化学联合检测红细胞阴性的
##*

例标本中!有
2

例白细胞镜检阳性"

.

!

2

%

%&

#$结论
!

干化学和
Z(4"$$$B

联合

过筛尿液常规检查!对阳性标本通过镜检进行确认!既可以降低镜检率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较适合体检工作中标本量较大的模式$

"关键词#

!

尿液分析'

!

Z(4"$$$B

尿有形成份分析仪'

!

尿干化学分析仪'

!

显微镜

!"#

!

$%&'()(

"

*

&+,,-&$)./0(122&/%$/&$1&%1)

文献标志码$

J

文章编号$

"1/.4*2!!

"

.$".

#

"24"/1/4$.

!!

尿有形成份检测对于泌尿系感染,肾炎,肿瘤,结石,结核

及一些全身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干化学虽然己经替代了手工检测尿化学成分的方法#提高了尿

液分析的检测速度#但尿有形成份仍需逐个镜检#镜检虽是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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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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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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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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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渣检测的金标准#但检测速度己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尿

标本量的需求)

"

*

+

Z(4"$$$B

检测速度快#重复性好#且可以对

尿有形成分进行定量分析+现对
"$$$

例体检尿标本分别进

行
Z(4"$$$B

,干化学及镜检测定#探讨其在大批量体检中应用

价值#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收集到本院体检人员新鲜尿标本
"$$$

例+

$-/

!

仪器
!

迪瑞
%#$$

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迪瑞干化学试

纸条,质控物$伯乐公司提供%(

Z(4"$$$B

全自动尿有形成份分

析仪#配套试剂及质控物$日本
IkISW[

公司提供%(

PC

H

?

A

6;

显微镜+

$-'

!

实验方法
!

收集中段尿分别用
Z(4"$$$B

,干化学及镜检

测定#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检测+

$-1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资料利用
I&II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

Z(4"$$$B

与干化学组间比较用
%

. 检验+

/

!

结
!!

果

/-$

!

Z(4"$$$B

与干化学检测结果比较
!

结果见表
"

+两种方

法检测红细胞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0

和

"$-!0

#检测白细胞阳性率分别为
"2-10

和
"2-/0

+但其中

有
"*

例干化学法检测阳性标本
Z(4"$$$B

检测为阴性(另有
1

例
Z(4"$$$B

检测为阳性标本干化学法检测为阴性+

表
"

!

Z(4"$$$B

与干化学检测
"$$$

份尿红细胞'

!!!

白细胞结果比较%

1

&

干化学
1

Z(4"$$$B

阳性 阴性

红细胞 阳性
"$! #1 "*

阴性
#*! 1 ##*

白细胞 阳性
"21 ")! ""

阴性
#!2 ". #2.

/-/

!

Z(4"$$$B

与镜检结果比较
!

结果见表
.

+分别统计
Z(4

"$$$B

检测红细胞,白细胞#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0

,

*$-)0

+以镜检为标准的
.

种成份假阳性率分别为
"#-10

,

"!-/0

#假阴性率分别为
"-.0

,

"-!0

+

表
.

!

Z(4"$$$B

与镜检
"$$$

例尿红细胞'白细胞结果比较

尿有形成

份

镜检

结果

Z(4"$$$B

阳性 阴性

阳性符合

率$

0

%

阴性符合

率$

0

%

假阳性率

$

0

%

假阴性率

$

0

%

红细胞 阳性
#! "" ##-! h "#-1 "-.

阴性
.. ##. h */-1 "-.

白细胞 阳性
"." ") *$-) h "!-/ h

阴性
.! #2" h */-" h "-!

!!

注!

h

表示无数据+

/-'

!

Z(4"$$$B

,干化学联合检测与镜检比较
!

Z(4"$$$B

与干

化学联合检测红细胞阳性
#1

例#镜检阳性
#.

例#符合率为

*!-)0

#白细胞阳性
")!

例#镜检阳性
".!

例#符合率为

*.-10

(

2

例
Z(4"$$$B

红细胞阳性#镜检为非晶型盐类
.

例#

真菌
.

例#

Z(4"$$$B

与干化学联合检测红细胞阴性的
##*

例

标本中#

2

例白细胞镜检阳性$

.

!

2

"

%&

%+

'

!

讨
!!

论

Z(4"$$$B

是
IkISW[

公司生产的新型仪器#采用先进的

流式细胞电阻抗及核酸荧光染色技术#从而区分每个有形成

分#定量报告尿中细胞,管型,细菌,结晶,上皮等有形成份)

.4)

*

+

干化学检测利用试带上各模块与尿液中不同成分发生化学反

应呈现不同颜色#然后通过光电比色#自动判定结果+理论上

干化学法红细胞检测尿中隐血#因而任一种可致隐血试验阳性

的成分都会使红细胞检测出现阳性反应#这就避免不了假阳

性(检测白细胞是通过酯酶检测尿中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

核细胞不被检出#所以会出现假阴性(干化学模块细菌检测是

检测可致亚硝酸盐阳性的革兰阴性杆菌#其他细菌不能被检出

所以会出现假阴性+

Z(4"$$$B

是检测尿中完整的有形成

分)

2

*

#尽管流式荧光染色技术能分辨尿液中常见成分#但当尿

中存在一定量的酵母样真菌,结晶,精子,非晶型盐类等仍会对

红细胞计数产生干扰#出现假阳性#而当红细胞不完整时会被

遗漏而出现假阴性(白细胞检测会受到与其大小相近的小圆上

皮细胞,滴虫等影响#呈现假阳性(细菌的检测受非晶型盐类影

响#出现假阳性+因此作者联合应用
Z(4"$$$B

,干化学及镜检

三种方法进行比较+

干化学检测通过化学方法提供尿液检测信息#所以易受药

物,尿液颜色,混浊度等影响#但可以检测到
Z(4"$$$B

,镜检无

法检测到的成份)

!

*

+

Z(4"$$$B

对尿有形成份进行定量分析#

因其检测每一例样本的步骤模式相同#且不受主观因素影响#

所以易于质量控制和标准化#评测的高精密检测可用于临床疗

效观察#但因尿液成分复杂#又易受污染#所以#有时相似成份

会交叉干扰#出现假阴性和假阳性#但假阳性较假阴性高)

1

*

+

Z(4"$$$B

检测红细胞,白细胞#以镜检为标准的
.

种成份假阳

性率分别为
"#-10

,

"!-/0

#假阴性率分别为
"-.0

,

"-!0

+

干化学在检测红细胞上弥补了
Z(4"$$$B

的不足#

Z(4"$$$B

在

检测白细胞,细菌上可以弥补干化学不足#镜检可以准确识别

尿有形成份#但因受主观因素的影响#重复性差#且检测速度

慢+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出#干化学,

Z(4"$$$B

检测均是阴性#

镜检
**-10

阴性)

2

例阳性均为白细胞镜检$

.

!

2

"

%&

%*+所

以#干化学和
Z(4"$$$B

联合过筛尿液常规检查#对阳性标本通

过镜检进行确认#既可以降低镜检率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确

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较适合体检工作中标本量较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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