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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中不同形态的吞噬样细胞在泌尿系统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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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尿液中不同形态的吞噬样细胞在泌尿系统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观察
"T:

例泌尿系统疾病患者的尿沉渣涂片中吞噬样细胞检出率!并通过瑞
=

姬染色方法对细胞形态以及吞噬物作对照

比较$结果
!

吞噬样细胞在肾盂肾炎患者(肾小球肾炎患者以及膀胱炎患者中均能检出!其中膀胱炎患者检出

率
:<$;[

!肾盂肾炎患者检出率
'T$:[

!肾小球肾炎患者检出率为
;T$T[

!而在健康人群中偶见吞噬样细胞!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并且不同泌尿系统疾病中吞噬样细胞的形态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急性泌尿系统

感染特别是急性下泌尿系统感染中吞噬样细胞多体积较大!且吞噬物较多!形态不规则!并且有伪足!而在肾小

球肾炎患者尿液中的吞噬样细胞体积较小!形态规则!吞噬物均匀!无伪足出现$结论
!

尿液中不同形态的吞噬

样细胞在泌尿系统疾病诊断中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吞噬样细胞"

!

细胞形态"

!

泌尿系疾病"

!

肾小球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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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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有形成分的形态学检查具有独特的临床

价值#显微镜检查是临床检验诊断中最简便&最经济

实用的方法#对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

断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
"T:

例临床专科确诊

患者尿液沉渣吞噬样细胞的观察分析#探讨其在不同

泌尿系统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以及在不同疾病中

吞噬样细胞的形态学差异#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T

年
!

月空军军

医大学西京医院肾内科&泌尿外科确诊的住院患者

"T: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其

中肾盂肾炎
'<

例*肾盂肾炎组+#经过
4

线肾盂造影

显示异常改变$肾小球肾炎
<T

例*肾小球肾炎组+#均

经肾活检确诊$主诉有尿急尿频尿痛并经膀胱镜&尿

道镜确诊膀胱炎共
!%;

例*膀胱炎组+%对照组
!;&

例均来自本院体检健康者#尿常规检查#

4

线肾盂造

影均无异常改变#肾功能检查及
0

超等各项检查均正

常#其中男
'T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

$$/

!

方法
!

尿液沉渣涂片观察#取患者新鲜中段晨

尿
!&18

于标准离心机经
!;&&,

"

1?@

离心
;1?@

#

弃上清液#留取
&$"18

沉淀#混匀后取
&$!18

沉渣

涂片'

!

(

%用高倍镜全片检查寻找吞噬样细胞#全片查

见吞噬样细胞
&

!

个按阳性计算$瑞
=

姬染色涂片观

察#将尿沉渣涂片晾干#甲醇固定
!;1?@

#用瑞
=

姬染

液染色
;1?@

#显微镜下观察#全片查见吞噬样细胞
&

!

个按阳性计算'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T$&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E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形态学观察
!

吞噬样细胞胞体比白细胞大
"

'

#

倍#圆形&卵圆形或不规则形#有一个较大而明显的

核#核呈类圆形&肾形或椭圆形#偏于一侧或居中#细

胞质丰富%细胞质中有大量的吞噬物#如红细胞&白

细胞碎片&脂肪滴&细菌&颗粒状物等%细胞质中常有

空泡#部分细胞胞质突出#形成伪足#新鲜尿液中可见

其呈阿米巴样伪足运动%这种细胞在镜下大小不同#

小吞噬样细胞主要来源于中性粒细胞#中等大小的吞

噬样细胞主要来源于单核细胞#大吞噬样细胞主要来

源于组织细胞%体积大#形态不规则#有伪足的吞噬

样细胞多见于泌尿系感染患者尿液*图
!

+$体积小#形

态规则#吞噬物规则#无伪足的吞噬样细胞#多见于肾

小球肾炎患者尿液*图
"

+%

图
!

!!

膀胱炎中未染色的吞噬样细胞#

i%&

$

/$/

!

临床病例统计分析
!

吞噬样细胞在肾盂肾炎

组&肾小球肾炎组#以及膀胱炎组患者中均能检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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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膀胱炎组患者中检出率最高
:<$;[

#其次为肾盂肾

炎组*

'T$:[

+#肾小球肾炎组检出率为
;T$T[

#而在

对照组中偶见吞噬样细胞*

"$&[

+%肾盂肾炎组&膀

胱炎组&肾小球肾炎组吞噬样细胞的阳性例数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而
#

组间

吞噬样细胞阳性例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见表
!

%

图
"

!!

肾小球肾炎中未染色的吞噬样细胞#

i%&

$

表
!

!!

泌尿系疾病尿液中吞噬样细胞观察结果

组别
%

阳性

*

%

+

阳性百分比

*

[

+

阴性

*

%

+

阴性百分比

*

[

+

肾盂肾炎组
'< <& 'T$: !< "!$!

膀胱炎组
!%; !%& :<$; ; #$;

肾小球肾炎组
<T %& ;T$T "T %!$"

对照组
!;& # "$& !%' :T$&

图
#

!!

膀胱炎中染色的吞噬样细胞#

i!&&

$

图
%

!!

肾小球肾炎中染色的吞噬样细胞#

i!&&

$

图
;

!!

肾盂肾炎中未染色的吞噬样细胞#

i%&

$

图
<

!!

肾盂肾炎中染色的吞噬样细胞#

i!&&

$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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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样细胞可在泌尿系统急性炎症时出现#如急

性肾盂肾炎&膀胱炎&尿道炎等#并伴有白细胞#出现

的多少决定于炎症的程度%近期有研究发现在肾小

球肾炎患者尿液中也可查见吞噬样细胞#如肾小球肾

炎&隐匿性肾小球肾炎等#也可在机体内任何部分炎

症时出现#有时常出现于肾脏损害的患者尿液中%在

正常情况下#吞噬样细胞处于休止状态#活性较低#当

受到外界刺激如细菌感染时#体内吞噬样细胞被激

活#尿沉渣中发现吞噬样细胞可提示患者为尿路感

染%本研究发现#吞噬样细胞在急性肾盂肾炎&膀胱

炎和肾小球肾炎患者中检出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

!!

尿路感染是临床较为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发病率

较高#若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病程会延长#严

重的话可能会发展为慢性尿路感染'

#='

(

%尿液检查操

作简便快速#价格较低#标本易于留取#是临床比较常

用的检测手段'

T=:

(

%本研究发现#吞噬样细胞在不同

泌尿系统疾病的患者尿液中有不同的形态#因此吞噬

样细胞的不同形态在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与鉴别中

也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吞噬样细胞多见于急性尿

路感染#在急性尿路感染中吞噬样细胞大且多有伪

足#形态不规则#吞噬物多且明显*图
!

&

#

+#并且会伴

有较多活性较高的白细胞%通过对不同泌尿系统疾

病患者尿沉渣的观察#发现在肾小球肾炎患者尿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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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吞噬样细胞#但是在形态和数量上都和下尿路急

性感染中的明显不同#肾小球肾炎如
^

D

3

肾病&隐匿

性肾小球肾炎中吞噬样细胞数量减少#形态多规则#

成圆形#吞噬物较少#且多无伪足#多为小吞噬样细胞

*图
"

&

%

+%肾盂肾炎患者的吞噬样细胞也相对较规

则#多为中等大小的吞噬样细胞*图
;

&

<

+%

综上所述#吞噬样细胞的吞噬物不同也是导致形

态不同的原因之一%吞噬样细胞的吞噬物来源不但

对临床用药有指导作用#而且对病原体也有鉴别诊断

价值%尿沉渣有形成分的形态学检查具有独特的临

床价值#对泌尿系统疾病及其相关疾病的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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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骨科专科护士培训前后专业护理能力考核和临床护理能力评价情况!为骨科专科护士

的建设发展提供依据$方法
!

建立骨科专科小组!采用德尔菲法确定核心能力评价体系!组织专科护士培训学

习!进行护理培训效果考核$结果
!

实施骨科专科护理培训后!专科护士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考核的优秀率增

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专科护理组较非专科护理组在骨折患者的满意度(康复知识知晓率和骨科

功能恢复上得到明显提高!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

'$结论
!

骨科专科护理培

训有助于提高骨科护士自身的专业护理能力和临床护理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专科护士"

!

骨科"

!

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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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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体制的不断革新促进了专科护士的崛

起和发展#拓展护理专业职能深度&培养专科护理人

才和组建高技术水平的专业护理团队#能够提升诊疗

服务#缓解医患矛盾'

!

(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美

国专科护理得到了快速发展#在重症医学&癌症&老年

和急诊急救等近
"&&

个专科护理领域培养了
!&

万余

人的专科人才'

"

(

%我国专科护士起步较晚#骨科作为

临床护理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却更为缓慢'

#

(

%李建

群'

%

(对长沙市
#&

个护理单元的
#;:

名骨科护士进行

康复护理知识和态度评估#结果显示虽然护理态度正

确#但理论知识掌握相对不足%因此#护理教育管理

和骨科护理质量考评是骨科专科护士培养工作面临

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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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名专科护士学员均来自本院骨科

一线护理工作的业务骨干#年龄
"<

'

#;

岁#平均

*

#!$;]%$"

+岁#均为女性$具备本科学历的
!!

名

*

<T$';[

+&中级职称的
:

名*

;<$";[

+$护龄以
;

'

!&

年者居多*

<"$;&[

+#护龄小于
;

年者有
#

名#其骨科

一线工作时间为
%

'

;

年%选取
"&!'

年
;

月
!

日至

"&!T

年
;

月
!

日骨科入院的骨折患者
#&&

例#年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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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性别不限#随机分为专科护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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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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