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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运送
!

标本采集后#要及时运送到实验室进行检

测#避免标本放置时间过长造成血糖,

M-

h

,

0

h等的改变)远

距离运送的标本#应注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保温箱运送#可避

免室外温度的影响#避免机械震动造成溶血)又如血气分析标

本要求冷藏保存运送等)

综上所述#正确,规范地采集和处理血液标本是分析前质

量控制的重要前提#也是实验室提高检验结果准确性的重要保

证)告知患者采血前的正确准备和提高护理人员对血液标本

分析前质量控制的认知水平#是确保血液标本分析前质量控制

的坚实基础)随着检验医学的发展和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分

析前的质量控制必将会得到改善和提高#因为检验是为客户提

供健康检查#为临床医生提供诊断和治疗依据的#它的结果与

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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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法检测尿液中红白细胞结果分析

刘金荣"湖北省汉川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9!15##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干化学法能否完全替代显微镜法检测尿液中
I]S

%

D]S

$方法
!

通过干化学法和显微镜

法检测
!##

份尿液标本!对两种方法测得的尿液中的
I]S

和
D]S

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

份尿液经干化学法

检测
I]S

阳性
1#N

例!经显微镜复查仅
!N

例阳性!阳性符合率为
!"32W

&干化学法检测
I]S

阴性
182

例!镜检阴

性
181

例!符合率为
883"W

&干化学法检测
D]S

阳性
8"

例!镜检复查阳性
61

例!阴性
29

例!两种方法阳性符合率

为
6936W

&干化学法检测
D]S

阴性
2#"

例!镜检复查阴性
181

例!阳性
19

例!阴性符合率为
8!32W

$结论
!

干化

学法测得
I]S

阳性结果必须镜检&干化学法测得
D]S

阳性结果必须镜检$

"关键词#

!

干化学法&

!

显微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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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

!

白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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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尿沉渣分析仪相继进入医院开始服

务#但很多基层医院最常用的方法是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检查

法)不同的检测方法由于实验原理不同#结果也存在一定差

异)干化学法操作简单快速#但受到一定因素影响#可造成

I]S

,

D]S

的假阳性和假阴性)显微镜检查法虽是检测尿液

标本细胞的标准方法#但操作繁琐#且易出现人为的误差)为

提高尿液的检测效率和准确率#作者通过对
!##

例尿液干化学

法和显微镜检查法的
I]S

和
D]S

检测结果进行比较#探讨

干化学法能否替代显微镜检测尿液中的
I]S

,

D]S

)

$

!

材料与方法

$3$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奥林巴斯双目显微镜#

_Ic/aE/

"##]

尿分析仪#

_Ic/aE/411

尿干化学试带#具有抗
T($S

干

扰功能)

$3/

!

标本
!

用一次性尿杯收集临床各科室住院患者和门诊患

者新鲜尿液标本
!##

份)

$3'

!

检测方法
!

干化学法按操作说明书进行!尿液分析仪在

每天试验前均用标准试带进行校标)将试带充分浸入尿液
1.

后取出#在滤纸上拭去多余尿液#置分析仪上测定#结果以阴性

$

e

%#阳性"阴性$

h

"

e

%#

h

#

2h

#

!h

表示)仪器检测完毕即

进行显微镜检查#操作按全国临床检验规程进行!取混匀尿液

1#'R

于试管中#以
1"##@

"

'(*

离心
"'(*

#弃上清液留
#32

'R

尿液#混匀后高倍镜计数
1#

个视野#以所见的最低至最高

值报告结果)参考范围!

I]S

#

$

#

!

!

%"

XK

(

D]S

#

$

#

!

"

%"

XK

)下文以细胞数小于正常参考值为阴性#大于或等于正常

参考值为阳性)

/

!

结
!!

果

/3$

!

!##

例尿液里干化学法检测
I]S

阳性
1#N

例$包括!

h

"

e

#

h

#

2h

#

!h

%#经显微镜复查结果
!N

例阳性#

6#

例阴性#阳

性符合率为
!"32W

(干化学法测得
I]S

阴性
182

例#镜检阴性

181

例#阳性
1

例#阴性符合率为
883"W

(见表
1

)

表
1

!

!##

例尿液中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法检测红细胞结果比较

干化学法
(

显微镜检查法$

(

%

阴性 阳性

e 182 181 1

h

"

e 1! 1# !

h 5" 95 18

2h 19 N 5

!h 15 5 1#

/3/

!

干化学法检测
D]S

阳性
8"

例$包括
h

"

e

#

h

#

2h

#

!

h

%#镜检复查阳性
61

例#阴性
29

例#两法阳性符合率为

6936W

(干化学法检测
D]S

阴性
2#"

例#镜检复查阴性
181

例#阳性
19

例#阴性符合率为
8!3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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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

例尿液中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法检测白细胞结果比较

干化学法
(

显微镜检查法$

(

%

阴性 阳性

e 2#" 181 19

h

"

e 1N 6 11

h 95 16 28

2h 21 # 21

!h 1# # 1#

'

!

讨
!!

论

从表
1

可以看出#干化学法检测尿中
I]S

为阴性的结果

与显微镜检查法基本一致(阳性结果$

1#N

例%明显高于显微镜

检查法$

!N

例%#尤其是当干化学法检测结果为$

h

"

e

%或$

h

%

时#两法差异更为明显)干化学法检测尿中
I]S

是利用
I]S

内血红蛋白中的亚铁血红素具备类似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所以

既可以检测完整的
I]S

#又能测定游离血红蛋白#而显微镜检

查则是通过离心尿液取沉渣于镜下直接计数
I]S

)可见两种

方法检测
I]S

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伴随尿路感染而出现

的分泌物和某些氧化物污染可引起干化学法分析的假阳性(肌

红蛋白,肾病引起尿中
I]S

破碎,溶血性疾病引起血红蛋白尿

等均可造成假阳性)另外#尿液比重过低#

?

X

值$尿液
?

X

值

低于血液%以及尿液标本放置时间过长也是造成两法结果差异

的重要原因)标本放置时间一长#低
?

X

值和低比重尿中的

I]S

会发生溶解#这将直接影响镜检结果)尿液中少量新鲜

红细胞会出现干化学法阴性而镜检阳性的结果)尿液中
I]S

干化学法阳性而镜检阴性也不能一概认为是假阳性#要视泌尿

系感染情况#标本放置时间和溶血情况而定)

表
2

结果显示!干化学法检测尿中
D]S

结果为阴性的

2#"

份标本中#镜检
181

例阴性#

19

例为阳性(干化学法
D]S

结果$

h

"

e

%和$

h

%的
59

份尿液镜检阳性
9#

例#阴性
29

例(

干化学法
D]S

结果为
2h

和
!h

的
!1

例尿液镜检结果均为阳

性)以上结果说明干化学法
D]S

为阴性时#镜检结果不一定

为阴性(尿中
D]S

量较多$

2h

或
!h

以上%时#两法结果相符)

但
D]S

少量$

h

"

e

和
h

%或阴性时#两法结果差异较大#且难

找到对应关系)究其原因#是两法实验原理和报告方式不同)

干化学法只能测出尿中的中性粒细胞#不能测淋巴细胞#也易

受尿中某些物质如高糖,高蛋白和药物的影响#而且#当尿中

D]S

分布不均或成堆存在时#

D]S

反应模块碰到或碰不到成

堆的
D]S

使结果偏高或偏低(显微镜检查既能测中性粒细胞

又能测淋巴细胞#且由于是离心后沉渣计数#不存在分布不均

和漏检#也不受其他理化因素影响#只是人为技术因素有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干化学法筛查尿中细胞快

速简便#但不能替代显微镜检查)干化学法测得
I]S

阴性基

本与镜检相符#干化学法测得
D]S

为
2h

或
!h

可不再镜检)

其余情况则需要两法结合且视标本情况得出最终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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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玉林市实施结核病控制项目痰涂片阳性检出率情况$方法
!

收集
2##9

!

2##8

年该所实

验室项目痰涂片检查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

5

年来!痰涂片阳性检出率由
2##9

年的
293#W

下降至
2##8

年的

83#W

!各年度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d68N38

!

!

#

#3#1

#$痰标本性状合格率由
8236W

下降至
"#35W

!各年

度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d!29835

!

!

#

#3#1

#$结论
!

结核病实验室痰检工作尚存在薄弱环节!应引起重

视!需进一步加强痰检质量控制!以提高阳性病例的检出率$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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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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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病#现今仍是

严重影响人体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为加强结核病控制

工作#我国近年来推行督导短程化疗$

LV/E

%策略)痰涂片镜

检是发现传染性结核患者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发现传染源#确

定诊断和制订化疗方案,考核疗效,评价防治效果具有重要意

义*

1

+

)作者对本地区结核病控制项目期间痰涂片检查抗酸杆

菌阳性检出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和方法

$3$

!

资料来源
!

收集本所
2##9

!

2##8

年
5

年间结核病实验

室检查痰标本涂片
91851

份)

$3/

!

方法

$3/3$

!

痰涂片检查方法
!

采用直接痰涂片镜检方法#标本的

收集,痰涂片的制作,染色镜检,报告标准,质量控制,痰片的保

存,结果登记等均严格按照.痰涂片镜检质量保证手册/

*

2

+的要

求进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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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数据处理采用
"

2 检验#

!

#

#3#1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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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1851

份痰标本涂片检查抗酸杆菌阳性

率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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