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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仪和破膜剂的联合应用在快速判定

尿路感染病原菌中的价值分析"

黄
!

强'

!陈
!

娟*

!徐莉敏,

!刘兴晖,

!陈
!

庆,

#

"

'+

上海市长寿社区医院检验科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妇产科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利用尿液分析仪和破膜剂!探讨快速鉴定尿路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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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的方法%方法
!

收集
*--

例健康人中段尿液!采用尿液分析仪
>Q$'---"

检测标本中的细菌数!以此建立健康人中段尿液细菌数基线值%

收集
*--

例疑似
>54

患者中段尿液标本!

>Q$'---"

检测细菌数后!用破膜剂碱性十二烷基硫酸钠"

2@Ch$

e=e

$溶液处理高于基线值的标本
,!"B

!计算处理前后细菌减少比值"

3S

$%以细菌培养为标准!分析
3S

对革

兰阳性"

^

c

$菌和革兰阴性"

^

E

$菌的鉴别能力!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

#C9

$曲线%结果
!

健康人中段尿液

细菌数检测结果呈偏态分布!以百分位数法"

"

'

&(̀

$统计计算细菌数基线值为
'

'('-

'

#

<

%

3S

鉴别
^

c菌

和
^

E菌的曲线下面积为
-+::

%当
3S

为
*+-,(

时!

^

E菌的检测灵敏度为
-+:&*

!特异度为
-+:--

%

,!"B

内!

^

c菌的
3S

较
^

c菌显著降低"

"

$

-+-(

$%结论
!

联合应用尿液分析仪
>Q$'---"

和破膜剂
2@Ch$e=e

!能够

快速&简便地鉴别不同革兰染色特性的细菌!为后续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尿路感染#

!

尿液分析仪#

!

细菌鉴定#

!

碱性十二烷基硫酸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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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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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细菌感染引发的一种

泌尿系统常见疾病(

'$*

)

'细菌按革兰染色的不同分为

革兰阴性$

^

E

&菌和革兰阳性$

^

c

&菌#临床可据此选

择相应的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

)

'目前#在临床上主

要通过中段尿液细菌培养对感染菌进行鉴定#检测过

程耗时长#难以尽早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而尿

液分析仪
>Q$'---"

可检测标本中的细菌数#辅助诊

断
>54

'近期有学者发现#由于细菌胞壁结构的差

异#不同革兰染色特性的细菌对表面活性剂碱性十二

烷基硫酸钠$

2@Ch$e=e

&溶液的耐受性明显不同#据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8@

P

*-'&

!

Y1L+';

!

21+&

"

基金项目!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

6]f*-'($b(*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系统重点学科群建设资助项目$

6gZJ

V

*-'.$'(

&'

!!

作者简介"黄强#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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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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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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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鉴别
^

E菌与
^

c菌(

;

)

'那么#能否将此发现应用

于临床尿液细菌的快速鉴定0 本研究以清洁中段尿

液标本作为检测基质#采用尿液分析仪
>Q$'---"

结

合
2@Ch$e=e

处理进行细菌检测#并采用统计学方

法进行分析#以期评价该方法的临床诊断价值#为抗

菌药物的选择提供新思路'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E'*

月上海市长寿

社区医院泌尿外科*妇产科和肾内科
*--

例疑似
>54

患者的中段尿液标本#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患者
(:

例#

&

,-

"

:-

岁患者
'%*

例'用灭

菌离心管采集中段尿液
*

管#每管
:

"

'-!<

'于
'I

内送至检验科#并于
,-!"B

内完成检测'

>54

的诊

断标准参照文献(

.

)'排除标准!多重细菌感染'

$+/

!

仪器与试剂
!

2@Ch$e=e

溶液由
-+*!1L

"

<

的

2@Ch

和
'̀

的
e=e

混合配制而成'尿沉渣检测的

仪器与试剂同前'细菌检测的仪器*试剂为法国生物

梅里埃公司
Y45[]$91!

)

@/G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

析仪及其配套鉴定卡'

$+'

!

方法
!

$

'

&取
'

管中段尿液标本#用无菌吸管吸

取
%!<

尿液标本至无菌离心管中#加入
%!<

的

2@Ch$e=e

溶液#颠倒混匀
,

次后静置
,!"B

'然后

进行尿沉渣分析#细菌计数记为
3'

'剩余的中段尿

液标本#也进行尿沉渣分析#细菌计数记为
3*

'计算

细菌数减少比值$

3S

&#公式为!

3SD 3'

"

3*

'$

*

&

取另外一管中段尿液标本#依据微生物室标准操作规

程$

eC6

&进行中段尿液细菌培养#并依据文献报道判

定结果!

^

E

%

'-

(

9Q>

"

!<

或
^

c

%

'-

%

9Q>

"

!<

#结

果为阳性%同时有
*

种致病菌生长时#选菌落计数
&

'-

%

9Q>

"

!<

的细菌为阳性菌%如杂菌生长超过
*

种#

则被判为污染#重新留取标本'对病原菌进行革兰染

色镜检以确定其染色特性#并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

析仪对细菌进行鉴定'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6ee'&+-

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

间距(

L

$

"

*(

#

"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采

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C9

曲线&评价
3S

鉴别

^

c菌和
^

E菌的能力#选取约登指数最大时的界值作

为最佳鉴别界值#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健康人中段尿液细菌数基线值
!

细菌数均值为

'-*- 9Q>

"

!<

#中 位 数
' '(- 9Q>

"

!<

#偏

度
E'+::

#

"

$

-+-(

#数据呈偏态分布'因此#基线值

范围上限取第
&(̀

百分位数
'('-9Q>

"

!<

'不同

年龄之间细菌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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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细菌分布构成比
!

*--

例疑似
>54

患

者中#

^

E菌感染
'*;

例$占
;,+-̀

&#主要是大肠埃希

菌*肺炎克雷伯菌*变形杆菌%

^

c 菌感染
*(

例$占

'*+(̀

&#主要是肠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真菌感

染
.

例$占
,+(̀

&%阴性结果为
%*

例$占
*'+-̀

&'见

表
*

'

表
'

!!

健康人不同年龄段中段尿细菌数

年龄$岁& 频数$

)

&

中段尿细菌数(

L

$

"

*(

#

"

.(

&#

9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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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细菌分布构成比

细菌种类 数目$

)

& 占比$

`

&

大肠埃希菌
:, %'+(

肺炎克雷伯
'; :+-

变形杆菌
: %+-

弗氏柠檬酸杆菌
% *+-

其他阴性菌
'( .+(

肠球菌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其他阳性球菌
, '+(

真菌
. ,+(

阴性
%* *'+-

合计
*-- '--+-

/+'

!

2@Ch$e=e

溶液处理尿液细菌后
3S

变化
!

>54

患者尿液经
2@Ch$e=e

溶液处理后的
3S

如图

'

所示'

^

c菌的
3S

为
,+'&

$

*+,,

#

%+.,

&#

^

E菌的

3S

为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图
'

!!

2@Ch$e=e

溶液处理尿液细菌后
3S

变化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8@

P

*-'&

!

Y1L+';

!

21+&



/+1

!

3S

对疑似
>54

患者尿液病原菌的诊断意义
!

如图
*

所示#

#C9

曲线下面积为
-+::

'当
3S

为

*+-,(

时#

^

E 菌的检测灵敏度为
-+:&*

#特异度为

-+:--

'结果表明#以
*+-,(

为两种革兰染色特性细

菌的检测界值#则约
:&+*̀

的
^

E菌和
:-+-̀

的
^

c

菌可被检出'

图
*

!!

3S

鉴别
>54

细菌的
#C9

曲线

'

!

讨
!!

论

!!

>54

的实验室诊断#普遍采用的方法包括!中段

尿液细菌培养与鉴定*细菌革兰染色*尿液分析'中

段尿液细菌培养和鉴定是
>54

诊断的金标准#特异

度高#但灵敏度不够#阳性率仅在
,-̀

左右*检测周期

长$约
%:

"

.*I

&*检测成本较高'细菌革兰染色#可

提供病原菌的革兰染色特性#缺点也相当明显!操作

过程繁琐#需手工完成耗费人力#对操作者要求高%整

个过程至少
,-!"B

#加上标本接收与转运时间#一般

需要
,

"

%I

'简而言之#细菌革兰染色费时费力#无

法作为常规检测手段'尿液分析属于临床实验室常

规检测项目#操作简便#可快捷提供尿液成分信息#但

却无法确定细菌类型(

:$'-

)

'以上
,

种方法#为
>54

的

诊断提供了实验室依据#却无法完全满足临床需要'

目前
>54

的治疗#还处于经验性用药#难以避免细菌

耐药等问题的发生(

,$(

)

'

^

c菌与
^

E菌具有不同的药物敏感性'对于
^

c

菌#临床治疗首选药物为
)

$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或第一

代头孢菌素%而对于
^

E菌#第三*第四代头孢菌素的

治疗效果比较显著'因此#区分
>54

致病菌的革兰

染色类别#便于倾向性地选用相应抗菌药物#从而有

利于
>54

的临床治疗'

因此#近年来出现了一种
>54

诊断的新方法!基

于尿液分析仪的细菌革兰染色类型判断(

'

#

.

)

'

2@Ch$

e=e

溶液#可用于破坏细菌细胞壁'

^

c菌细胞壁含

有肽聚糖成分#比含有脂多糖的
^

E 菌细胞壁坚固#

^

c菌对
2@Ch$e=e

溶液的破膜作用耐受性强#细菌

溶解慢(

.

)

'用于检测细菌数的设备为
>Q$'---"

#其基

本原理是采用激光*核酸染色和流式细胞术检测尿液

中的各种有形成分的散射光和荧光#并以散点图的形

式进行呈现#可得到包括白细胞*红细胞*管型等有形

成分的多种参数#并对细菌进行单独检测#以利于

>54

的诊断(

''$';

)

'然而#该方法只能鉴定出
:,̀

的

^

c菌和
%;̀

的
^

E菌#诊断价值有限(

.

)

'原因可能

是!研究采集清洁中段尿液标本#要求严格消毒尿道

口#操作繁琐*耗费人力#难以实现#尤其是门诊患者#

一旦消毒不彻底#必然混入杂菌干扰检测结果'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用健康人中段尿液标本#

建立了中段尿液细菌基线值'并以此为
>54

诊断标

准#提高了.基于尿液分析仪的细菌革兰染色类型判

断/方法的特异度#可鉴定约
:&+*̀

的
^

E菌和
:-+-̀

的
^

c菌'标本使用
2@Ch$e=e

溶液处理
,!"B

#上

机检测
'!"B

#全部操作只需
(!"B

内即可完成'因

此#该方法更为简单高效'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采用
2@Ch$e=e

溶液处

理中段尿液标本结合
>Q$'---"

检测#能有效鉴别

>54

患者尿液标本中致病菌的种类#为临床倾向性的

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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