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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和尿液红细胞平均体积差值在血尿定位诊断中的应用

孙文洪"广州市番禺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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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采用血'尿中红细胞平均体积差值"

/

P"Y

%鉴别肾性和非肾性血尿的诊断价值&方法 采

用
G&R3'(,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

例肾小球性疾病和非肾小球性疾病患者外周血和尿中
/

P"Y

!计算二者之间的

差值!利用受试者工作曲线"

M7B

曲线%确定临界值$同时应用相差显微镜观察尿液异常红细胞情况&结果
!

肾性

与非肾性血尿患者自身血和尿中
/

P"Y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M7B

曲线下面积为
,)1*/

!以
/

P"Y

&

',EV

鉴别肾性'非肾性血尿约登指数为
,)/(

!敏感度为
1(0

!特异性为
1,0

&相差显微镜法的敏感度为
1-0

!特异

性为
1(0

!两种方法诊断血尿来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采用血'尿中
/

P"Y

鉴别肾性和非肾性

血尿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可以作为筛查血尿来源较好的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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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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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曲线$

!

血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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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是泌尿系统疾病中常见的临床症状#

1/0

的血尿是由

泌尿系统疾病引起#

(0

的血尿由全身性疾病或泌尿系统邻近

器官病变所致+血尿一般分为肾性血尿和非肾性血尿两种#肾

性血尿是指肾实质病变引起的血尿#主要由肾小球肾炎,

S

C

&

肾病,狼疮性肾炎,局灶性肾硬化,肾淀粉样变等引起+非肾性

血尿主要由肾结石,尿道肿瘤,前列腺癌,膀胱癌等引起+目前

鉴别肾性血尿和非肾性血尿主要采用肾穿刺病理活组级检查

$简称活检&和相差显微镜位相检查#其仪器设备昂贵#基层医

院难以配备#检查费用高#且肾穿刺活检创伤性大#患者难以接

受+通过非创伤性手段鉴别血尿来源#从而区分肾性与非肾性

血尿对临床诊断和治疗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发展的测定尿

红细胞平均体积$

P"Y

&及分布曲线用于血尿的鉴别诊断手

段#其影响因素多#特异性$

0!O

&和敏感度$

0O"

&较差+本文

应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同时检测患者外周血和尿中
P"Y

#采

用血液和尿液中
P"Y

差值$

/

P"Y

&鉴别肾性和非肾性血尿#

其影响因素少#特异性和敏感性较高#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年
(

月至
(,,1

年
(

月肾内

科,泌尿外科,门诊血尿患者
',,

例#其中男
+1

例#女
-'

例#年

龄
+

!

*(

岁+经临床诊断及肾穿刺活检确诊为肾小球性疾病

+,

例#其中急性肾炎
''

例#慢性肾炎
('

例#肾病综合征
'(

例#狼疮性肾炎
2

例+经
G

超等检查确诊为非肾小球性疾病

+,

例#其中肾结石
''

例#膀胱结石
'+

例#输尿管结石
1

例#多

囊肾
/

例#尿路感染
-

例#尿道外伤
.

例+

$)/

!

实验方法

$)/)$

!

血,尿
P"Y

测定
!

所有患者留取新鲜晨尿
',BV

#

'+,,9

"

B@:

#离心
+B@:

#弃去上清液留沉渣
'BV

#加入红细胞

稀释液
1BV

#混匀#离心洗涤
'

次#留取沉渣
'BV

#混匀#用

G&R[#3'(,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尿
P"Y

+同时取患者末

梢血
',

"

V

加入
-BV

稀释液内#采用上述仪器检测外周

P"Y

+记录各自外周血
P"Y

$

P"YG

&和尿液
P"Y

$

P"Ya

&

差值+

$)/)/

!

相差显微镜检查
!

新鲜晨尿
', BV

#刻度离心管

*+,e

C

离心
+B@:

#离心后留取尿沉渣
,)+BV

#混匀#吸取

(,

"

V

于载玻片上#加
'/BBe'/BB

盖玻片#在相差显微镜

高倍镜下观察计数
',,

个红细胞#计算异常红细胞比率+

$)'

!

判别方法

$)')$

!

仪器法
!

测定血尿
P"Y

后计算差值#以临床诊断结

果为标准#以
/

P"Y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2

,

(/EV

分别计算
0O"

和
0!O

#然后以
'̀ 0!O

为
Q

轴#

0O"

为
J

轴作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M7B

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

$

&f

&#并选择曲线最靠近左上方的点为最佳临界值+

$)')/

!

相差显微镜检查法
!

多形红细胞大于
*,0

或小于

*,0

#棘形红细胞大于
+0

#即为肾小球性血尿%多形红细胞小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V8;P7A"6@:

!

J7

?

=7B;79(,''

!

Y56)/

!

%5)'*



于
(,0

为均一性红细胞#即为非肾小球血尿+

$)1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J!JJ'.),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结果

采用
>

检验+同时利用
M7B

曲线确定一个
0O"

,

0!O

均可的

/

P"Y

临界点+两种方法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

!

血尿患者血,尿中
P"Y

值及差值比较
!

见表
'

+结果显

示#肾性血尿
P"Ya

明显低于非肾性血尿#肾性血尿
/

P"Y

高于非肾性血尿#均数分别为
'.)1(

和
.)*,EV

+

表
'

!

血尿患者血%尿中
P"Y

值及差值比较'

GbF

*

EV

(

血尿来源 例数 血
P"Y

尿
P"Y P"Y

差值

肾性血尿
+, /+)1-b-)'2 *(),(b-)*- '.)1(b-)-1

非肾性血尿
+, /*)-2b.)2/ /.)*2b-),2 .)*,b()/,

/)/

!

血,尿中
/

P"Y

与
0O"

,

0!O

的关系
!

见表
(

+

表
(

!

血%尿中
/

P"Y

与
0O"

%

0!O

的关系

/

P"Y

$

EV

& 肾性血尿 非肾性血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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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数字为从下往上的累计频数+

/)'

!

相差显微镜法判定结果
!

肾性血尿阳性
-*

例#阴性
.

例%非肾性血尿阳性
-

例#阴性
-2

例#

0O"

为
1-0

#

0!O

为

1(0

#诊断符合率为
1.0

+以血,尿
/

P"Y

&

',EV

为标准#

0O"

为
1(0

#

0!O

为
1,0

#诊断符合率为
1'0

+两组结果进

行
!

(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
!!

论

当肾小球滤过膜发生病变时#血液循环中的红细胞透过滤

过膜进入尿液%泌尿系统其他部位组织损伤#红细胞直接进入

尿液#两者的红细胞进入尿液的机制不同#在体积上存在差异+

当红细胞通过有病理改变的肾小球滤过膜时会受到挤压#机械

性损伤和血红蛋白丢失#使肾小球性血尿的红细胞体积小于血

液中的红细胞体积+非肾性血尿中的红细胞则直接从破损血

管进入尿液#故非肾性血尿的红细胞形态保持正常#或呈均一

性轻度变化+

目前血尿来源的鉴别主要依靠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肾

病理活检#由于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受主观因素影响大#而肾

病理活检是具创伤性的检查方法#近年来提出单纯测定尿中红

细胞容积鉴别肾性和非肾性血尿#但临床应用中缺乏规范的标

准#有报道肾性血尿
P"Ya

的平均值相差较大#其诊断标准不

一+林发全等)

'

*对
(,

多篇文献的
P7=8

分析结果显示#肾性血

尿
P"Ya

的平均值为
-/)1

!

**),EV

#相差较大+受所用血细

胞分析仪性能,试剂的影响#

P"Y

值波动较大#以
/,

,

*(

,

*,EV

作为
P"Ya

界值者均有报道#

G8:L

等)

(

*以
/,EV

为诊断标准+

此外小细胞低色素贫血$如缺铁性贫血,铁粒幼细胞性贫血,珠

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等&

P"Y

%

/,EV

#甚至可低至
+,EV

%上述

疾病合并血尿时#单纯测定
P"Ya

值#由于自身血细胞
P"Y

偏低#易出现假阳性)

.3-

*

#降低其特异性#利用
/

P"Y

法可以抵

消这些因素的干扰+

M7B

曲线是评价诊断试验准确度的标准方法#在循证医

学,临床试验,统计模型好坏的判别等方面具有应用价值)

+32

*

+

采用
M7B

曲线等分析方法确定最佳诊断界值后#再计算诊断

试验的评价指标更有实际意义)

*

*

+本文使用
M7B

曲线选取临

界点#结果客观,准确+一般认为
&f

$

,)1

表示诊断价值较

高)

/

*

+本实验的
M7B

曲线下面积
&f

为
,)1*/

+根据
M7B

曲

线#当
/

P"Y

&

',EV

时#兼顾了
0O"

较大$

,)1(

&和
0!O

较

高$

,)1,

&#而且其约登指数也最大$

,)/(

&+因此血,尿
/

P"Y

X',EV

作为诊断界值具有较高的
0O"

和
0!O

+

本试验采用
P"Y

差值法测定了
',,

例肾性血尿和非肾

性血尿患者的血和尿
P"Y

#以临床诊断为标准#计算了
0O"

和
0!O

#并用
M7B

曲线找到了最佳临界值%同时与相差显微

镜法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与相差显微镜法的
0O"

和
0!O

相

似#对两种方法的诊断结果进行了
!

( 检验#两组无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以血,尿
/

P"Y

鉴别血尿来源具有较高的

0O"

和
0!O

#可以作为鉴别血尿来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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