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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干化学法联合沉渣镜检检测尿液红细胞和白细胞的

比对研究

罗海霞"浙江省富阳市场口人民医院检验科!浙江杭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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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干化学法对尿液中红细胞"

4)3

#和白细胞"

[)3

#检测的筛查意义$方法
!

通过干化学

法和沉渣镜检对
5$$

份新鲜尿液标本进行检测!对其检测尿液
4)3

和
[)3

结果进行比对分析$结果
!

干化学法

尿液
4)3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8$9

!沉渣镜检尿液
4)3

阳性
"'7

例!阳性率为
:%8:9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Z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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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尿液
[)3

阳性
5:

例!阳性率为
"$8!9

!沉渣镜检尿液
[)3

阳性
':

例!阳性率

为
"!8!9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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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585:"

!

CZ$8$"$

#$结论
!

干化学法检测
4)3

和
[)3

时!有较高的假阳

性率和假阴性率!干化学法只能作为尿液常规检查的筛查作用!不能完全替代沉渣镜检法$

"关键词#

!

尿液%

!

干化学法%

!

沉渣镜检%

!

红细胞%

!

白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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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有形成分检查是诊断肾脏疾病及泌尿道疾病的主要

方法之一#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尿干化学分析仪逐步在

国内基层医院普及#因其灵敏度高,快速#大大减轻了检验人员

的劳动强度#被广泛应用于尿液常规检测+为了解干化学法联

合沉渣镜检检测尿液
4)3

和
[)3

结果的相符程度#对
5$$

例

尿液标本进行检测#现报道如下+

$

!

材料和方法

$8$

!

标本来源
!

收集本院门急诊,住院患者的随机尿液新鲜

标本
5$$

份#保证
%H

内完成检测+

$8/

!

仪器和试剂
!

采用优利特
"$$-

尿液分析仪和配套尿液

检测
""

项试纸#

b/]W2a163(

显微镜#

#$6%

离心机+室内质

控均符合要求+

$8'

!

检测方法
!

按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第
:

版)

"

*进行操

作#用一次性洁净尿杯留取随机尿液约
:$K/

#取
"$K/

置于

特制离心管中#将试纸条浸入约
%<

取出在滤纸上沾去多余的

尿液#置分析仪上作干化学法检测+完毕后#将尿液以
"!$$

E

"

KIB

离心
!KIB

#弃去上清液#剩
$8%K/

左右混匀#先以低倍

镜观察全片#再用高倍镜仔细辨认和计数
[)3

,

4)3

在每个

视野 的 数 量+正 常 参 考 值 是!

[)3

为
$6!

"

(2

(

4)3

为

$6:

"

(2

+

$81

!

统计学方法
!

全部数据应用
1211":8$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两组间阳性率的比较用采用
"

% 检验#

C

#

$8$!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对
5$$

例尿液标本同时进行干化学法和镜检法分析+干

化学法
4)3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8$9

#沉渣镜检
4)3

阳

性
"'7

例#阳性率为
:%8:9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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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
[)3

阳性
5:

例#阳性率为

"$8!9

#沉渣镜检
4)3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8!9

#两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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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测定尿液
4)3

和
[)3

结果比对%

'

&

沉渣镜检法
尿干化学$

4)3

%

阳性 阴性 合计

尿干化学$

[)3

%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7 !& :5 ':

阴性
7! :5" 7$5 5 !$" !$&

合计
%%# :&% 5$$ 5: !:& 5$$

'

!

讨
!!

论

尿液干化学法检测红细胞的原理是!根据血红蛋白的类过

氧化物的作用催化分解过氧化物#释放出新生态的氧#使邻联

甲苯胺氧化呈色)

%

*

+干化学法既可检出完整的红细胞#又能检

出游离的血红蛋白#而镜检法只能检出完整的红细胞#所以当

红细胞被破坏时尿干化学法检测呈阳性而镜检呈阴性+本资

料显示#干化学法
4)3

阳性率为
:#8$9

#高于沉渣镜检
4)3

的
:%8:9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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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郭春霞)

:

*的报道相同+有研究表明)

%67

*

#强氧化剂,肌红蛋白也

会呈阳性反应(大多数革兰阴性杆菌菌和某些革兰阳性球菌可

释放过氧化物酶活性物质#或由于细菌代谢繁殖过程中合成触

酶,过氧化物酶和超过氧化物歧化酶使尿液分析出现假阳性(

某些肾病患者红细胞在肾脏或泌尿道被破坏#尿比重过低,尿

S

(

偏高#导致干化学和镜检法的差异#形成漏检+尿液中有

大量的
*IF3

存在时可出现假阴性#此外某些药物如利福平可

降低红细胞的反应性#使结果偏低一个阳性等级(高蛋白尿,高

比重尿,

S

(

#

!8$

尿,样品未混匀,试剂清蛋白灵敏度不到
"!$

K

=

"

/

等因素均可影响红细胞呈假阴性+

干化学法检测白细胞属间接反映#粒细胞浆内有酯酶#可

作用于模块中的吲哚酚酯#使吲哚酚酯释放吲哚酚#后者与重

氮盐反应形成紫色缩合物#其颜色深浅与细胞多少成比例)

%

*

+

当尿液在膀胱内储存时间过长或标本放置过久#可导致白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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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特异性酯酶释放到尿液中可造成尿试纸带阳性而镜检阴

性的漏检现象(由于上皮细胞中含有与粒细胞相似的吲哚酶#

是造成分析仪检测尿液中白细胞结果假阳性的得要原因之一+

有文献报道#尿中有大量头孢拉定或庆大霉素时可使结果偏低

或出现假阴性#而尿中若被污染有甲醛或含有高浓度胆红素或

某些药物如呋喃妥因#可产生假阳性#尿白细胞中闪光细胞超

过
"$9

多考虑肾盂肾炎)

7

*

+本资料显示#干化学法尿液
[)3

阳性率为
"$8!9

#低于沉渣镜检尿液
4)3

的
"!8!9

#二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Z585:"

#

CZ$8$"

%#与郑瑞卿等)

!

*报道相

近+由于#干化学法只能与粒细胞反应#而不能与单核,淋巴细

胞反应#所以在大量存在单核淋巴细胞而粒细胞很少时会产生

假阴性+

综上所述#干化学法检查结果不能完全代替镜检法#建议

尿液常规检测最好是将镜检法与尿液的一般性状检查,化学检

查结合起来#这样对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都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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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液酸酶法在细菌性阴道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王名南"广东省肇庆市中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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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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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唾液酸酶法应用于细菌性阴道病检测的准确性$方法
!

用细菌性阴道病检测试剂"唾液

酸酶法#和
-K<DL

检测法同时检测近
%

年来妇科及性病门诊
"#&&

例患者!并比较结果$结果
!

唾液酸酶检测法的

敏感性达到
'%8$79

!特异性达到
'58#!9

!与
-K<DL

法的检测结果比较!经
OG

SS

G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G

SS

G

值

为
$8#:!

!

C

#

$8$"

#!两种检测方法具有高度一致性$结论
!

唾液酸酶法检测细菌性阴道病具有快捷方便&阴性结

果可排除本病的优点!可用于筛查及大量样本检测$

"关键词#

!

唾液酸酶%

!

细菌性阴道病%

!

-K<DL

检测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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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阴道病$

MG>FDEIGL*G

=

IB@<I<

#

)*

%是指一类在细菌

学上表现为生殖道正常菌群$产
(

%

b

%

的乳酸杆菌%数量减少#

代之以一组厌氧菌群$类杆菌属族,加德纳菌,莫比伦氏菌属,

人型支原体属和消化链球菌属等%数量增加所致的临床综合

征)

"6%

*

+

)*

是育龄期妇女最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之一+感

染率在
:$9

!

!$9

#发病率在
"$9

!

:$9

#患者数远高于阴道

滴虫,真菌等的感染人数#且易复发+另外#约
!$9

的
)*

患者

因无明显临床症状而被贻误诊断和治疗)

:

*

+为了快速,准确诊

断此病及了解唾液酸酶法在
)*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作者对本

院近
%

年妇科及性病门诊
"#&&

例患者进行检测+采用传统

的
-K<DL

检测法与唾液酸酶法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检测对象!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

本院妇科门诊和皮肤性病门诊的
"#&&

例有症状患者#其中妇

科门诊
"$#%

例#皮肤性病门诊
&'!

例#症状为阴道分泌物增

多或分泌物有异味#半月内无任何抗生素及阴道用药史#年龄

%$

!

!!

岁#平均
%'8"

岁+

$8/

!

方法
!

检测样本同时进行
-K<DL

检测法及唾液酸酶法

检测
)*

#

-K<DL

检测法为
)*

检测的金标准+

$8/8$

!

试剂盒
!

)*

检测试剂$唾液酸酶法%由珠海丽珠试剂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8/8/

!

标本采集
!

唾液酸酶法检测
)*

用无菌棉拭子收集患

者阴道分泌物标本#插入反应管中#充分混匀后#

:&`

温育
%$

KIB

#观察结果+检测管或棉拭子上显示蓝色判断为
)*

阳性+

$8/8'

!

-K<DL

检测法
!

$

"

%外观!阴道分泌物增多#变稀#有异

味($

%

%

S

(

值!阴道分泌物
S

(

$

78!

($

:

%胺试验!阴道分泌物

加入
%8!K@L

"

/

氢氧化钾出现鱼腥样气味($

7

%线索细胞阳性(

以上
7

项中同时符合
:

项即为
)*

阳性)

7

*

+

/

!

结
!!

果

/8$

!

两种检测方法结果
!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见表
"

+以
-K6

<DL

检测法为金标准#唾液酸酶法的灵敏性达到
'%8$79

$

%$#

"

%%5

%#特异性达到
'58#!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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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G

SS

G

值为
$8#:!

#

C

#

$8$$"

%#两种检测方法具有高度一

致性+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

&

唾液酸酶法
-K<DL

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5$

阴性
"# "!'' "5"&

合计
%%5 "5!" "#&&

/8/

!

妇科与皮肤性病科样本检测结果
!

妇科样本检测结果见

表
%

#皮肤性病科样本检测结果见表
:

+以
-K<DL

检测法为金

标准#妇科门诊患病率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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