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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方法
!

收集
9!5

例住院患者晨尿!分别用
X7N##

尿干化学分析仪%

_\71##

尿有形成分分

析仪和显微镜检测非离心尿液中的红细胞$结果
!

尿液红细胞检测以显微镜检查为标准!

_\71##

尿液分析仪检测

尿液红细胞阳性率"

99W

#高于镜检阳性率"

!5W

#!二者阳性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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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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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尿液红细胞阳性率"

!6W

#高于镜检阳性率"

!5W

#!二者阳性符合率为
89W

!阳

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结论
!

!

种方法检测非离心尿红细胞结果一致性较好!直接采用非离心尿

进行镜检具有较高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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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红细胞检测对于诊断和监测泌尿系疾病尤其是肾脏

疾病是一项重要的临床检验项目)为适应尿液有形成分分析

规范化,标准化,自动化的需要#大多数医院已经实现了尿干化

学分析仪和尿有形成分分析仪联合筛选,显微镜复检的检验流

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依据临床检验

操作规程#尿液的显微镜复检需要离心处理尿标本#弃去上清,

留取沉渣于计数板上进行计数#这种手工操作方法虽然阳性率

较高#但过程繁琐,费时费力#对于每日处理大量标本的大型医

院#很难实现
!#'(*

或
1%

报告结果的一般要求)为此#本研

究对所有标本分别采用
X7N##

,

_\71##

及非离心混匀尿直接

镜检法对尿液红细胞进行检测#评估这
!

种方法对尿红细胞阳

性率的一致性)

$

!

材料与方法

$3$

!

标本来源
!

本院住院患者晨尿标本
9!5

例#其中男
252

例#女
169

例#年龄
1N

!

8!

岁)

$3/

!

仪器与试剂
!

本研究所用的主要仪器及试剂包括长春迪

瑞
X7N##

尿干化学分析仪$下称
X7N##

%及配套质控液和分析

试纸条,日本
EYEJaP_\71##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下称
_\7

1##

%及配套质控液,试剂和日本奥林马斯普通光学显微镜$下

称镜检法%)

$3'

!

方法
!

将每份尿液标本依次进行
X7N##

,

_\71##

和显微

镜镜检分析)

$3'3$

!

尿液标本的采集,运送及接收
!

严格按照尿液标本采

集的标准操作程序#采集住院患者清晨中段清洁尿液#注意避

开月经血,阴道分泌物和粪便的污染#尿标本量不少于
1#'R

#

收集于
1#'R

清洁塑料离心管中#所有尿液标本均于留尿后
2

%

检测完毕)

$3'3/

!

X7N##

每天开机检测前清洗管路及平板#先用配套的

校准条对仪器进行校准#显示校准无误后#分别用阴性及阳性

质控液做每天室内质控#结果显示在控方可进行标本测定)

$3'3'

!

_\71##

!

每天开机检测前清洗系统#使仪器背景中各

有形成分为空白#并使总粒子数小于
9##

#再分别用低,高质控

液做每天室内质控#结果显示在控方可进行标本测定)

$3'31

!

镜检法
!

取非离心混匀尿滴于
\4E/7Ia4L

计数板

上进行镜检#细胞观察
1#

个高倍视野#以细胞的最低值,最高

值"
XK\

报告(管型观察
2#

个低倍视野#求出每视野管型的平

均值#以
HH

"

RK\

报告(结晶以每
XK\1h

!

9h

的半定量方式

报告)所有显微镜下检测由同一个人完成)

$3'32

!

_\71##

精密度考察
!

取当天采集的新鲜尿液红细胞

高,低值标本各
"

例充分混匀后各分装于
1#

支离心管#每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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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71##

各作一次计数#计算批内精密度(取高,低值质控液
1#

'R

#每天送检样本检测#连续检测
2#

个工作日#计算批间精

密度)

$3'3)

!

与镜检法的一致性评价试验采用收集于临床日常送检

的尿液标本)

$3'3.

!

以手工法为标准#计算尿干化学与尿有形成分测定法

的灵敏度,特异性及符合率)

/

!

结
!!

果

/3$

!

参考值
!

X7N##

结果!直接以阴阳性报告)

_\71##

结

果!男性
I]S#

!

838

"

#

R

(女性
I]S#

!

1635

"

#

R

#超出此范围

视为阳性*

1

+

)镜检结果!

I]S#75

"

XK\

#超出此范围视为

阳性*

2

+

)

/3/

!

精密度
!

选用不同浓度红细胞的尿样进行检测#以仪器

多次测定的不精密度表示批内精密度#其均值,标准差$

C6

%及

变异系数$

.T

%见表
1

)选用不同浓度的质控液进行检测#计算

批间精密度#其均值,

C6

及
.T

见表
2

)

表
1

!

_\71##

检测尿液红细胞的批内精密度评价

样本 均值
C6 .T

$

W

%

低浓度
913" 23!9 "35!

高浓度
!1#39 "3N" 13NN

表
2

!

_\71##

检测尿液红细胞的批间精密度评价

样本 均值
C6 .T

$

W

%

低值
!53N 23"" 5389

高值
2#139 "356 23N1

表
!

!

9!5

例尿液标本用
X7N##

和镜检法

!!!

红细胞的结果比较

显微镜法
(

X7N##

$

(

%

阳性 阴性

阳性
1"5 196 8

阴性
2N# 19 255

合计
9!5 151 26"

表
9

!

9!5

例尿液标本用
_\71##

和镜检法

!!!

红细胞的结果比较

镜检法
(

_\71##

$

(

%

阳性 阴性

阳性
1"5 19# 15

阴性
2N# "2 22N

合计
9!5 182 299

/3'

!

!

种方法的阳性率比较
!

对
9!5

例尿液标本同时进行

X7N##

,

_\71##

及镜检计数#

!

种方法的阴阳性例数见表
!

,

9

#

计算
X7N##

,

_\71##

及镜检的阳性率分别为
!6W

,

99W

和

!5W

)以镜检为标准#

X7N##

和
_\71##

的假阳性率分别为

N36W

和
2631W

)

/31

!

灵敏度,特异性及一致性评价
!

9!5

例患者标本检测结

果#以手工法为标准#评价
X7N##

#其灵敏度为
8536W

#特异性

为
813!W

#符合率为
8!3NW

(

_\71##

灵敏度为
8!39W

#特异性

为
6238W

#符合率为
N938W

#结果见表
"

)

表
"

!

X7N##

'

_\71##

测定红细胞的灵敏度'

!!!

特异性及符合率%

W

&

方法 灵敏度 特异性 符合率

X7N## 8536 813! 8!3N

_\71## 8!39 6238 N938

'

!

讨
!!

论

尿液红细胞分析在泌尿系疾病诊断,治疗效果监测及健康

监测方面均已被证实了它的有用性)

_\71##

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综合应用了先进的流式

细胞仪原理,电阻抗法及荧光染色技术#能够全自动定量检测

非离心尿液中的红细胞,白细胞等有形成分#是目前国内外较

先进的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

+

)而尿干化学分析仪由于操作

简易,标本用量少,检测速度快也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由于

检测原理及尿液中其他有形成分的干扰#会使仪器在检测过程

中出现部分假阳性及假阴性结果#为此采用被喻为检查尿液有

形成分金标准的镜检法复查#可以显著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但对尿液标本进行离心处理取沉渣进行镜检#可由于离心

过程导致红细胞变形,丢失,破坏及溶解(另外也使操作繁琐#

增加了标本处理及检测时间#不易满足临床需要)因此#有学

者及临床工作人员建议使用非离心混匀尿直接镜检#使操作更

加简便,快捷,直接*

97"

+

)

_\71##

分析法具有较好的批内与批间精密度#但与手工

镜检法对尿液中红细胞检测结果比较假阳性率较高)在镜检

红细胞为阴性时#

_\71##

检测为阳性有
"2

例#其中检测出酵

母菌
2

例#精子
2

例#细菌
18

例#结晶
18

例和真菌
8

例)当尿

液中有大量的酵母菌,精子,结晶和真菌存在时#由于这些物质

的荧光参数和红细胞多有重叠#会对红细胞计数产生干扰#故

当仪器提示菌尿,真菌尿,结晶及精子等时#红细胞可信度下

降#应结合镜检)而在镜检红细胞为阳性时#

_\71##

检测为阴

性有
15

例#其中
12

例镜检为影红细胞)影红细胞产生的荧光

强度弱#位于低荧光区#仪器不易检出#故容易漏检)另外#尿

中可能存在一些未被染色的红细胞#也可影响仪器的检测*

5

+

)

X7N##

分析法与手工镜检法对尿中红细胞检测结果较一

致)

X7N##

的干化学试纸条是对尿液中的隐血进行检测#除了

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外#当存在肌红蛋白,易热性触酶,氧化剂

和菌尿时可使隐血假阳性#而维生素
S

,蛋白尿,糖尿等可使测

试结果偏低#出现隐血假阴性)在镜检红细胞为阴性时#

X7

N##

检测为阳性有
19

例#其中
_\71##

检测也为阳性者有
N

例#但这
N

例中只有
1

例没有其他因素干扰#说明其余的
1!

例

均为假阳性结果)在镜检红细胞为阳性时#

X7N##

检测为阴性

有
1!

例#其中
_\71##

检测全为阳性#提示这
1!

例为假阴性

结果)

以非离心混匀尿直接镜检法为标准#

X7N##

及
_\71##

检

测红细胞的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N938W

和
893NW

#一致性较好#

对于检测不符的标本主要是由于其他因素干扰所致#故采用非

离心混匀尿直接镜检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可$下转第
N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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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XŜ

%是由胎盘的滋养层细胞分泌

的一种糖蛋白#它是由
$

和
*

二聚体的糖蛋白组成)

XŜ

是

由胎盘滋养层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激素#有
$

和
*

两个亚单

位#为妊娠的特异标志#

XŜ

的产生直接与滋养层细胞的数量

和对数生长有关#血清
XŜ

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异位妊娠的

可能性)如果
XŜ

滴度下降#说明滋养细胞活性在减退)血

清
*

7XŜ

是最早应用于异位妊娠诊断的客观指标之一#其价

值得到公认#测定血清
*

7XŜ

,超声检查,阴道后穹隆穿刺等

是目前诊断肾上腺素$

aK

%的常规方法*

172

+

)由于生化反应在

先#形态改变在后#即使高分辨超声检查#在孕
"

周左右也难以

判定妊娠是宫内或宫外)异位妊娠时#受精卵着床在子宫外#

由于着床部位血供较差#输卵管黏膜及基层不能充足供给绒毛

膜细胞营养#滋养细胞合成
XŜ

的量显著减少*

!7"

+

)检测血

清
*

7XŜ

浓度变化#对早期妊娠,流产,异位妊娠和妊娠滋养

细胞疾病的诊断与疾病的治疗,观察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血清

*

7XŜ

的水平可用于妊娠结局的预测#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黄体酮又名孕酮#为孕激素)孕酮是孕激素的一种#是人体天

然分泌的孕激素)孕激素具有负反馈的调节作用#能够抑制自

身分泌#而且也能够抑制雌激素的分泌)在健康未孕女性的整

个月经周期里#排卵前的孕激素水平最低#排卵后开始上升#在

黄体期为最高)排卵前#体液中的孕酮水平应当低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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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排卵后则应当高于
"*

C

"

'R

)而如果怀孕#孕激素水平刚开

始会停留在黄体期的水平#而当胎盘形成之后#胎盘所分泌的

激素就会使孕妇体内的孕酮水平上升到
1##

!

2##*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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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未孕女性的几十倍到上百倍*

57N

+

)因此得名孕酮)而由于孕激

素的负反馈调节作用#当分娩之后#胎盘娩出#产后的妇女失去

了胎盘这个激素源#体内的孕激素水平和雌激素水平就会骤然

下降#导致哺乳期的妇女出现生理性的正常闭经)黄体酮是由

卵巢黄体分泌的一种天然孕激素#在体内对雌激素激发过的子

宫内膜有显著形态学影响#为维持妊娠所必需)黄体酮临床用

于先兆性流产,习惯性流产等闭经或闭经原因的反应性诊断

等)在妊娠早期$

"

!

1#

周%血清孕酮由滋养细胞及黄体分泌#

其数值相对稳定)孕酮在健康宫内妊娠中由妊娠黄体分泌#在

异位妊娠中则由滋养层组织分泌#因异位的滋养细胞发育不全

和活力急剧下降#故异位妊娠孕酮值较健康妊娠时显著降低#

孕酮的半衰期却较短$

1#'(*

%#可以很快降解)

本研究显示#异位妊娠患者血清
*

7XŜ

均明显低于同期

健康妊娠妇女#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1

%)

因此
*

7XŜ

的检测对早期诊断异位妊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本研究还显示观察组血清孕酮水平亦明显低于对照组#其

数值在孕早期相对稳定#与文献*

2

+报道相符)因此测定血孕

酮值对异位妊娠的诊断,鉴别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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