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明显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制订该复检规则#满足该

实验室的日常血常规检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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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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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全项自动分析仪检测尿液红细胞&白细胞&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分别采用
.ZS?++&

仪器检测和人工显微镜检查法对
&!3*

例尿液标本进行检测!并对红细胞&白细胞&管型的

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以人工显微镜检查为金标准!

.ZS?++&

仪器检测红细胞&白细胞&管型的灵敏

度分别为
E&(&'e

&

E!(&*e

&

E*(&!e

!特异度分别为
E;(3)e

&

E+(*!e

&

E+(33e

!总符合率分别为
E3(++e

&

E;(*Ee

&

E;(""e

%经
[=

00

=

一致性检验!

[=

00

=

值均大于
*("

!

.ZS?++&

仪器检测尿红细胞&白细胞&管型与

人工显微镜检查有较好的一致性%结论
!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仪操作简单!检测结果与人工显微镜检查

符合率高!但需人工审核镜下实景图以提高检验质量%

关键词"诊断价值#

!

人工显微镜检查#

!

尿有形成分

中图法分类号"

%));(;E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33

"

&*!E

$

*!?**+;?*'

!!

尿液有形成分是尿常规检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无尿液有形成分的检查#不能

称之为完整的尿常规检查)尿液有形成分对肾脏*泌

尿道*循环系统*感染性疾病等有重要的鉴别诊断价

值'

!

(

)尿液有形成分检测的金标准是规范的人工显

微镜检查)但该法操作繁琐*费时#结果受操作者主

观影响因素和技术水平影响大#随着标本量的增大#

难以满足临床需求'

&

(

)全自动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

的诞生#让尿液检测自动化*规范化*标准化#提高了

工作效率#减轻工作负担)本科室引进一台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仪#一次吸样可同时检测尿液理学*

干化学及有形成分#但暂未见
.ZS?++&

仪器的相关

报道)为评估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仪检测红细

胞*白细胞*管型的准确性#现将
.ZS?++&

仪器与人

工显微镜检查进行对比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U!&

月本院门诊及住院患

者的随机尿液标本
&!3*

例#男
!!&&

例#女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仪及其

配套试剂$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学显微镜$日

本
W6

/

K

0

78

&)

$('

!

检测方法
!

对同一标本分别采用
.ZS?++&

仪

器和人工显微镜检查法进行检测)人工显微镜检查!

从事多年尿液检验的主管技师进行镜检#严格按/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0进行操作#取新鲜中

段尿
!*K:

放入专用离心管中#

!3**2

"

KAB

离心
3

KAB

#弃上清液#留取约
*(&K:

沉淀物#轻摇离心管使

有形成分充分混匀#取
&*

#

:

滴入载玻片#加盖玻片

$

!"KK !̀"KK

&后镜检'

'

(

)

.ZS?++&

仪器!严格按

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每日检测标本前均质控在控#

所有标本均在
&I

内完成检测)

$(1

!

判断标准
!

人工显微镜检查标准!红细胞为
*

!

'

个"高倍镜#白细胞为
*

!

3

个"高倍镜#管型为
*

个"

高倍镜#超过此范围#视为阳性)

.ZS?++&

仪器标准!

红细胞为男性
*

!

3

个"
#

:

#女性
*

!

"

个"
#

:

#白细胞

为男性
*

!

;

个"
#

:

#女性
*

!

!)

个"
#

:

#管型为
*

个"

#

:

#超过此范围视为阳性'

)

(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E(*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对结果一致性进行
[=

00

=

检验#

[=

00

=

值!

%

*

表示一致性极差%

*

!

*(&

表示微弱%

*(&!

!

*()

表

示弱%

*()!

!

*(;*

表示中度%

*(;!

!

*("*

表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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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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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
!!

果

/($

!

&

种方法检测红细胞结果比较
!

以人工显微镜

检查为金标准#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仪检测红细

胞的灵敏度*特异度*总符合率分别为
E&(&'e

*

E;(3)e

*

E3(++e

#对结果一致性进行
[=

00

=

检验#

[=

00

=

值为
*(";!

#说明
&

种方法的一致性较好)见

表
!

)

表
!

!!

&

种方法检测红细胞结果比较#

)_&!3*

$

人工显微镜检查
.ZS?++&

仪器

阳性$

d

& 阴性$

!

&

合计

阳性$

d

&

'3; '* '";

阴性$

!

&

;! !+*' !+;)

合计
)!+ !+'' &!3*

/(/

!

&

种方法检测白细胞结果比较
!

以人工显微镜

检查为金标准#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仪检测白细

胞的灵敏度*特异度*总符合率分别为
E!(&*e

*

E+(*!e

*

E;(*Ee

#

[=

00

=

值为
*("3"

#说明
&

种方法

的一致性较好)见表
&

)

表
&

!!

&

种方法检测白细胞结果比较#

)_&!3*

$

人工显微镜检查
.ZS?++&

仪器

阳性$

d

& 阴性$

!

&

合计

阳性$

d

&

'!! '* ')!

阴性$

!

&

3) !+33 !"*E

合计
';3 !+"3 &!3*

/('

!

&

种方法检测管型结果比较
!

以人工显微镜检

查为金标准#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仪检测管型

的灵 敏 度*特 异 度*总 符 合 率 分 别 为
E*(&!e

*

E+(33e

*

E;(""e

#

[=

00

=

值为
*("&&

#说明
&

种方法

检测管型的一致性较好)见表
'

)

表
'

!!

&

种方法检测管型结果比较#

)_&!3*

$

人工显微镜检查
.ZS?++&

仪器

阳性$

d

& 阴性$

!

&

合计

阳性$

d

&

!+3 !E !E)

阴性$

!

&

)" !E*" !E3;

合计
&&' !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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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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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有形成分检测对疾病的诊断和疗效评估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临床用药检测*健康普查的一

项重要手段#它能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临床诊断信息#

被称为,体外肾活检-)利用人工显微镜检查法进行

尿液检测时#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尿液标本在离

心过程中#细胞易被破坏*丢失#检验人员水平差别

大#劳动强度大等#从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随着自

动化仪器的深入研究及完善#尿液检测已逐步实现全

自动化)

本研究采用的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仪设计

独特#一次进样可同时检测尿液理学*干化学及有形

成分#避免取样误差#检测结果更精准#还可根据临床

需要选择单独干化学模式*单独有形成分模式#以及

干化学*有形成分综合模式)

.ZS?++&

尿全项自动分

析仪检测尿液有形成分时#采用原尿进行上机检测#

不需离心#避免离心过程导致的有形成分的破坏)仪

器应用机器视觉技术实现有形成分的自动化检测#模

拟人工显微镜检查#通过高低倍镜头自动转换#智能

采集目标图像#通过大小*形状*颜色*灰度等多种特

征参数#对有形成分进行自动识别及分类计数#最终

可提供镜下实景图供人工审核确证#检测结果客观*

真实)

本研究比较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仪和人工

显微镜检查尿红细胞*白细胞*管型#发现两者具有较

好的符合率#分别为
E3(++e

*

E;(*Ee

*

E;(""e

#通过

[=

00

=

一致性检验#

[=

00

=

值均大于
*("

#说明
&

种方

法检测红细胞*白细胞*管型的一致性较好)但尿液

标本复杂多变#在使用仪器检测时会出现不识别或误

判的情况)如小型草酸钙结晶*尿酸结晶*脂肪滴的

体积和外形与红细胞相近#易被误认为红细胞%白细

胞发生变形#细胞体积膨大#内部结构崩解#边缘结构

不清楚#形态变得不规则#仪器难以自动鉴别%黏液

丝*变形上皮细胞*粗纤维杂质等易被误认为管型#与

樊笑霞等'

+

(和张先等'

"

(的研究一致)不同的因素会

对检测结果造成误判#但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

仪有,人工辅判-和,警告提示-功能#通过人工审核实

景图而减少误差)/尿液和粪便有形成分自动化分析

专家共识0也指出应重视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检测结

果的复检及审核问题#当使用非数字图像技术检测的

结果为阳性时#必须用标准的尿沉渣检查方法进行显

微镜检查#当利用数字图像技术检测的结果为阳性

时#需对仪器拍摄的实景图像进行人工审核并确

认'

E

(

)所以检验人员要提高自身的形态学水平#重视

阳性标本的图像审核#为临床提供客观*准确的检验

报告)

综上所述#

.ZS?++&

尿全项自动分析仪操作简

单#可提高工作效率#与人工镜检法有较好的一致性#

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但需重视阳性标本的图像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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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对提高慢性疼痛患者口服镇痛药物的有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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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持续质量改进"

PcO

$对提高慢性疼痛患者口服镇痛药物有效率的影响%方法
!

收集

&*!)

年
!

!

3

月在该科住院的
!;"

例慢性疼痛患者!对影响其口服镇痛药物有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成立

PcO

小组!对实施
PcO

后的患者进行口服镇痛药物有效率的统计%结果
!

患者口服镇痛药物的有效率由
;'e

上升至
"*e

%结论
!

实施
PcO

可有效提高慢性疼痛患者口服镇痛药的有效率!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关键词"持续质量改进#

!

慢性疼痛#

!

口服镇痛药#

!

知识宣教#

!

有效率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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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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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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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慢性

疼痛定义为,凡是疼痛持续或间歇性地持续
'

个月以

上者均称为慢性疼痛-

'

!

(

)慢性疼痛作为一种持续显

著的刺激#常引起一系列的社会家庭*心理*行为问

题#其在临床十分常见#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疼痛治疗

第三阶梯的首选口服镇痛药物#但由于传统的理念和

思想认识上的落后#许多患者及家属对镇痛药物的应

用存在很多顾虑'

&?'

(

)持续质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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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护理全

面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对护理质量持

续*渐进的提高和改进的过程#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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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护理

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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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慢性疼痛患者

口服镇痛药物有效率的影响)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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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疼痛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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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

年者
!!

例#

!

!

&

年者
')

例#

&

!

'

年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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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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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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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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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问题
!

!;"

例患者影响口服镇痛药物有

效率低的因素!自身因素占
+!()e

#医护因素占

&;(&e

#制度因素占
&(!e

#其他因素占
*('e

)绘制

鱼骨图对关键因素进行分析!镇痛药物知识宣教不到

位#患者镇痛药物知识缺乏#发药制度的流程不规范#

护士对疼痛药理知识不足)

$(/(/

!

改进措施

$(/(/($

!

医护方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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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镇痛药物知识宣教不

到位#自制疼痛药物使用情况登记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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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分

为
'

个组#

!

组负责知识宣教#

&

组负责发放和收回登

记表#

'

组负责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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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挑选基础理论知识

丰富*沟通协调能力强的成员#请本院专业药理师进

行镇痛药物的药理学作用*应用范围*剂量及不良反

应等全面培训)对患者进行知识宣教时要求每位成

员做到每次发药之前详细讲解药物作用#看服到口#

及时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并处置#对一些老年听力下降

或语言表达能力缺失的患者#主动了解患者情绪#耐

心听取其主诉#及时解决困难#并带动家属的积极性#

取得家属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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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在收集患者登记表的同时再

次确认药物服用正确*及时#以及有无漏登记的患者)

$

)

&

'

组将每天的数据及时反馈给宣教小组#针对服药

有效率低的患者采取个体化服药措施!加强医护沟

通#实现医护一体化%提高医护对疼痛管理的知识和

态度#帮助患者有效止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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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方面
!

由于影响因素中患者自身因素

占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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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其分析结果!担心镇痛药物不

良反应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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