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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不同方法检测尿红细胞时的差异性%比较不同仪器检测方法对红细胞尿的携带污染率情

况$方法
!

对来自临床
)(((

例尿液标本分别用
$4"̂â+'((

干化学分析仪&

$#30((G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显微镜

镜检进行检测$对健康成人尿标本和与之混合的不同浓度红细胞悬液交叉排列分别用干化学法和尿沉渣法进行检

测$结果
!

分别用干化学法&尿沉渣法&显微镜镜检检测尿红细胞的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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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和尿沉渣法分别与显微镜镜检比较复合率分别是
:*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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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和尿沉渣同时红细胞检测阴性为
0)+

例%采用显微镜复检均为阴性$携带污染率
$4"3

â̂+'((

干化学分析仪为
(9(((S

&

$#30((G

尿有形成分析仪为
(9)).S

$结论
!

干化学法&尿沉渣法检查尿红细

胞可以提高检测效率%两者相互补充可以提高检测的准确度%但仍有影响因素不可避免%所以当两者检测不符时%仍

然需要显微镜镜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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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分肉眼血尿和显微镜血尿,显微镜血尿常见于急慢

性肾小球肾炎)急性膀胱炎)肾结核)肾结石)肾盂肾炎等$亦可

见于出血性疾病*

)

+

,无症状的血尿对临床早期诊断有着至关

重要的地位$所以血尿检测的准确度会影响临床的诊断与鉴

别,本研究就尿常规中通常用的干化学法)尿沉渣法)显微镜

镜检来检测尿中红细胞的差异性$以及探讨不同仪器检测方法

对红细胞的携带污染率情况$旨在如何进行合理的操作以提高

尿红细胞检测的准确度,

$

!

材料与方法

$9$

!

材料

$9$9$

!

标本来源
!

收集临床门诊及住院患者中段尿液标本
)

(((

份(将健康成人尿液标本与健康成人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

U-<63&

+

%抗凝全血制成的红细胞悬液不同浓度各
*

份,

$9$9/

!

仪器与试剂
!

$4"̂â+'((

尿干化学分析仪由
4=EC?

公司生产$配套干化学试纸条及清洗液,

$#30((G

尿有形成分

分析仪由
1

L

1H?c

公司生产$染液稀释液均为配套试剂,显微

镜型号为
%!+(T"W#+((

由
82aWQ$̂

公司生产,雷勃尔生

产的自动平衡离心机$

$@GE3̂%Q

尿沉渣定量计数板,

g@?GF?@

>G=3=F?

生产的
U-<63&

+

抗凝真空采血管,

$9$9'

!

质控
!

$4"̂â+'((

干化学分析仪选用
T"8346-

公

司的配套质控品高值和低值$批号!

*)')(

,

$#30((G

尿有形成

分分析仪为
1

L

1H?c

公司配套质控品高值和低值$批号!

â)(++

,

$9/

!

方法
!

每日检测前两仪器均先进行质控$结果均在控,

用一次性尿杯)尿管收集患者清洁中段尿$分别用
$4"3

â̂+'((

干化学分析仪)

$#30((G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显微镜

镜检$在
+C

内完成检测,显微镜镜检方法按照.全国临床检

验操作规程/

*

+

+所述方法完成离心镜检,取
)(H2

新鲜混匀

尿液于离心管中$尿液用离心机以转速为
)0((@

"

HGF

离心
0

HGF

$弃去上清液$保留约
(9+H2

尿残留液备用,将沉淀物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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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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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后冲入尿沉渣定量计数板高倍镜下观察计数,携带污染率

试验!将健康成人尿液标本与健康成人
U-<63&

+

抗凝全血制

成的红细胞悬液与该正常尿液标本交叉排列进行试验$在实验

前先清洗两台待测仪器$用该正常尿液进行空白实验后$再完

成该携带污染率试验,

$9'

!

结果判读
!

根据仪器说明书规定
$4"̂â+'((

干化学

分析仪尿红细胞参考范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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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G

尿有形成分分

析仪参考范围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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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显微镜镜检参考范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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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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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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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红细胞的阳性率
!

分别用干化学法)尿沉渣法)显微镜

镜检检测尿红细胞的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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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微镜法为参考方法$用

干化学法和尿沉渣法分别与显微镜镜检进行比较$其符合率分

别是
:*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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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分析仪的假阳性率是
++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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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阴性率

(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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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G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的假阳性率是

+9;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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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阴性率
(9(S

#

(

"

)(((

%$干化学和尿沉渣

同时红细胞检测阴性为
0)+

例显微镜复检均为阴性,

/9/

!

其他成分的检测
!

以显微镜镜检为参考方法$

$4"3

â̂+'((

干化学分析仪检测的
++.

例假阳性标本中$菌尿
',

例#

+)90S

%$草酸钙结晶
)(

例#

'90S

%$白细胞及上皮细胞
).

例#

09,S

%$类酵母细胞
.

例#

)9.S

%$蛋白
:

例#

.9)S

%$白细

胞和蛋白
+

例#

(9;S

%$卵磷脂
)

例#

(9'S

%$酮体
.

例#

)9.S

%

糖
.

例#

)9.S

%$酮体和糖
+

例#

(9;S

%$

//

以内其他原因
)+:

例#

0:9(S

%$

///

以上其他原因
'

例#

)9,S

%,

$4"̂â+'((

干化学分析仪检测的
;

例假阴性标本中$蛋白
.

例#

..9.S

%$

其他原因
*

例#

**9:S

%,

$#30((G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检测
+;

例假阳性标本中$菌尿
),

例#

*+9)S

%$草酸钙结晶
'

例

#

).9,S

%$白细胞及上皮细胞
+

例#

*9;S

%$类酵母细胞
.

例

#

)(9.S

%$其他原因
+

例#

*9;S

%,其中干化学法和尿沉渣法

同时出现假阳性标本中菌尿
.

例$草酸钙结晶
+

例$类酵母细

胞
.

例,

/9'

!

携带污染率
!

$4"̂â+'((

干化学分析仪所做最高浓度

红细胞悬液
)0:(0,9(

"

&

2

的情况下干化学法高出检测线测不

出结果$但其后的空白正常尿液检测仍为正常阴性结果$其携

带污染率为
(9(((S

,

$#0((G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检测上线为

)(

万$试验最高浓度红细胞悬液
)0:(0,9(

"

&

2

的数值是笔者

通过
)0:(09,

"

&

2

的悬液浓度正是其稀释
)(

倍数算得$

*

份

试验标本算得平均携带污染率为
(9)).S

$近似于仪器厂家所

提供的红细胞携带污染率为
(9)S

$具体数值见表
+

,

表
+

!

$#0((G

携带污染率

序号 红细胞悬液#"

&

2

%正常尿液#"

&

2

%携带污染率#

S

%

) )'+09. (9' (9(+,

+ )0:(09, )*9( (9)(+

. +:'+*9; +,9, (9)(0

' '+:*.9( 0:9) (9).'

0 :0+;,9* ).(9) (9):.

* )0:(0,9( +)'9( (9).*

平均携带污染率
] ] (9)).

注!

]

为无数据,

'

!

讨
!!

论

尿液红细胞检测是诊断泌尿系统疾病$特别是肾脏疾病的

重要实验指标之一$在肾脏疾病的诊断)病情进展和预后的判

断中有重要的意义$进行精确的红细胞定量分析是进一步研究

其临床意义的关键*

.

+

,本实验以2"

&

2

3的定量报告方式报告

结果,该方式用于诊治肾脏疾病时能够动态的观察疾病的发

展和治疗效果*

'

+

,

本实验显示$

$4"̂â+'((

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尿红细胞阳

性率
')9)S

$因为显微镜检测仍然是目前尿检测的金标准*

0

+

$

因此$用干化学法与显微镜法比较$阳性率高于显微镜法$比较

其符合率为
:*9,S

$假阳性率
++9.S

)假阴性率
(9;S

,当尿

液中含有对热不稳定酶)氧化污染物)菌尿时细菌所产生的过

氧化物等可能是引起干化学法假阳性的原因$本实验干化学法

出现假阳性最大的影响因素是菌尿
+)90S

$其次白细胞上皮

细胞)结晶)类酵母)蛋白等也会引起红细胞条带的假阳性反

应$而酮体和糖类与红细胞间的相互影响有待进一步查明$本

实验发现假阳性引起的隐血带阳性反应主要是在
//

的程度

以内,该干化学分析仪是通过血红蛋白或肌红蛋白具有过氧

化物酶样活性来进行检测的,干化学隐血带对完整的红细胞$

破损的红细胞和游离的血红蛋白均能产生反应,而显微镜镜

检是无法对破碎的红细胞进行计数的$出现上述情况时可能也

会引起结果的差异,

$#30((G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检测尿红细胞阳性率
++9*S

$

该法与显微镜法比较$阳性率高于显微镜法$比较其符合率

;:9)S

$假阳性率
+9;S

)假阴性率
(S

,尿沉渣法检测红细胞

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率都要低于干化学法,该仪器是根据细胞

的前向散射光强度和荧光强度来分析的$能够计数完整的和破

损的红细胞且增加了红细胞的信息进而区分血尿来源$使其与

显微镜镜检的符合率更高,但结晶)细菌)类酵母样细胞等出

现时仍不能很好区分而引起假阳性$尤其是尿中出现大量细菌

时可明显干扰红细胞的检测$这与其他文献报道相似*

*

+

,

当尿液中存在类酵母细胞)细菌)结晶时$不论是干化学法

还是尿沉渣法都不能很好地与红细胞区分$因此$当提示

4T%

"

a2%

$

4T%

"

T6%<

$

4T%

"

ih<62

复检时就必须用显微镜

复检,干化学法和尿沉渣法同时红细胞检测阴性为
0)+

例都

经过显微镜复检均为阴性,因此$笔者认为当干化学法和尿沉

渣法检测红细胞均未显示异常结果可作为镜检的筛选条件$以

减少工作量,

经实验
$4"̂â+'((

干化学分析仪在本实验红细胞悬液

最大浓度时对下一标本检测无影响$携带污染率为
(9(((S

,

$#0((G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参考值为
(

!

+0

"

&

2

$本实验表明

$#0((G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平均携带污染率
(9)).S

$经计算

当
$#0((G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检测尿红细胞在
++)+.9;

"

&

2

以

上时直接做下一标本就有可能会使其超过阈值呈阳性反应$因

此$笔者认为测定临床标本超过此值时就需要执行自动冲洗再

进行检测以免会影响下一标本的数值,经尿液检测无症状血

尿是临床常用的方法之一$而目前尿干化学分析)尿沉渣分析

和尿显微镜镜检
.

种方法的结合被认为是尿液检测的最佳分

析模式*

:

+

,而该
.

种检测方法各有利弊$在进行检测时应当注

意各自的影响因素,干化学法和尿沉渣法更便于质量控制和

实验室检测标准化$不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但当尿中存在一定

量的类酵母细胞)盐类结晶)精子)蛋白等存在不可避免的假阳

性和假阴性$而镜检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尿中完整的红细胞$

但其检测速度慢)重复性差$且易受人为因素影响,因此$在检

测时出现上述影响因素就必须要进行显微镜复检$在发出报告

时
.

种结果综合判断$使该
.

种方法取长补#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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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妊娠期高血压与妊娠并发症间的关系(

5

&

S

')

组别 过期妊娠 剖宫产数 产后出血
!U22Q

综合征

实验组#

5\*+

%

;

#

)'90

%

'.

#

*;9'

%

:

#

))9.

%

+

#

.9+

%

对照组#

5\*+

%

+

#

.9+

%

),

#

+;9(

%

+

#

.9+

%

(

#

(9(

%

!

#

(9()

#

(9()

#

(9()

#

(9()

'

!

讨
!!

论

妊娠期高血压的定义已从
+(

世纪
,(

年代的2妊娠期高血

压综合征3改为目前的2妊娠期高血压3,两者最大的区别在

于$前者是妊娠
+(

周以后发生的$以高血压)水肿)蛋白尿为主

要特征$将原发性高血压合并妊娠排除在外$而新的定义标准

包括妊娠诱发的高血压及妊娠前即存在的高血压的总和$与国

际分类标准趋于一致*

.

+

,全国妊娠期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妊娠期高血压在中国的发病率为
;9'S

$

);;:

!

+(((

年的

调查显示$妊娠期高血压导致的孕期母体死亡约占孕期母体死

亡的
),S

*

'

+

,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可能与免疫适应不

良)胎盘缺血)营养缺乏)胰岛素抵抗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目

前$认为妊娠期高血压是多个因素共同参与的结果$其基本病

理生理改变是全身小动脉痉挛,由于小动脉痉挛$造成管腔狭

窄$周围阻力增大$血管内皮细胞损伤$通透性增加$体液和蛋

白质渗漏,临床表现为血压升高)蛋白尿)水肿)血液浓缩等,

本组
*+

例患者$过期妊娠发生率
)'90S

$产后出血发生率

))9.S

$

!U22Q

发生率
.9+S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全身各组

织器官因缺血)缺氧$子宫蜕膜坏死出血$继而导致胎盘早剥$

凝血功能障碍和产后出血的发生,血管痉挛导致胎盘灌流量

下降$使胎儿供养)供能减少$继而使胎儿生长受限以及胎儿窘

迫$诱发早产$易导致新生儿窒息和低体质量儿的发生,本组

*+

例患者中$胎儿窘迫发生率
*90S

$新生儿窒息发生率
)'9

0S

$低体质量儿发生率
))9.S

$早产儿发生率
;9:S

$围生儿

死亡发生率
'9,S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此外$重度患者肝脏

小动脉痉挛$可使肝细胞坏死及被膜下出血$表现为
!U22Q

综合征*

0

+

,

妊娠期高血压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分为妊娠期高血压

#单纯高血压%)子痫前期#又分为轻度)重度%)子痫)慢性高血

压并发子痫前期,该病一直是产科的难点和热点$发病机制仍

有待深入阐明$预防和治疗亟待改进,建立健全三级妇幼保健

体系$加强健康宣教$指导孕妇合理休息与饮食$定期监测血压

等产前检查$做到早诊断)早处理,本组
*+

例患者中$妊娠期

高血压占
+'9+S

$子痫前期轻度占
0;9:S

$子痫前期重度及子

痫占
)*9)S

,对于单纯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可住院治疗也可

在家治疗$子痫前期患者应当住院治疗$防止子痫及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采取休息)镇静)解痉)合理扩宫等措施$密切监测

母胎状况$适时终止妊娠,对于子痫患者$立即左侧卧位减少

误吸$开放呼吸道$积极控制抽搐$纠正缺氧和酸中毒$控制血

压$抽搐终止后$终止妊娠,重度子痫前期及子痫患者$以剖宫

产方式结束妊娠$病情大多好转,硫酸镁用于防治妊娠期高血

压)子痫已有
,(

年的历史*

*

+

$镁离子可阻断神经肌肉接头间的

信息传导$拮抗钙离子内流$解除血管痉挛$增加子宫胎盘血

流$同时维持血管活性物质的平衡$有利于降压和控制抽搐,

适时终止妊娠对缓解妊娠期高血压及降低围生儿病死率有重

要意义$准确掌握终止妊娠的指征*

:

+

$对孕周大于或等于
.:

周

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宫颈成熟的患者采用引产方式$对宫颈

未成熟者采取剖宫产术结束分娩,本组
*+

例$共采取剖宫产

术
'.

例$剖宫产率
*;9'S

$显著高于对照组,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病理过程一旦启动$常缺乏特异)有

效的治疗方法,因此$若想改善妊娠预后$关键在于预防和发

现,作为基层医院的产科医生$在孕产妇卫生保健)孕期指导)

妊娠并发症的筛查方面肩负重要职责,在对孕妇进行产前检

查过程中$要准确判断孕妇是否存在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

危险因素$及时准确地把握包括血压在内的各种症状体征的变

化$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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