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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标本在尿液有形成分检验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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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索模拟标本在尿液有形成分检验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解决病理性标本存在生物安全隐

患且不易保存的不足$方法
!

在正常尿液标本中按比例加入事先处理好的红%白细胞悬液!作为仿真病理性标本的

模拟标本$结果
!

模拟标本中的红%白细胞形态!与病理性标本中的红%白细胞形态极其相似!不改变尿液中其他有

形成分的形态$结论
!

模拟标本成本低廉%生物安全性好%制备简单%重现性好%仿真度高!适用于尿液中红%白细胞

的形态学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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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有形成分检验是尿常规检查的重要项目之一#是泌尿

系统疾病诊断和疗效观察的必做项目)尿液有形成分检验在

肾脏和尿路疾病的定位诊断*鉴别诊断*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

判断中均有重要意义,

*

-

)高职高专学校中的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属于医学技术类专业#培养的是技能型专业技术人才#对实

践教学要求较高)实践教学效果的好坏对学生的感性认知十

分重要#要达到理想的实践效果#教学标本是否典型是关键)

日常教学工作中#典型的病理性标本不多#有形成分中的红*白

细胞不易保存#给实践教学带来诸多不便)为解决上述难题#

作者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摸索出一种尿液模拟标本的制作方

法#用来替代病理性标本#用于观察尿液中红*白细胞等有形成

分#其检测效果较好)现就尿液有形成分检验中的模拟标本制

作方法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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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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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5$5$

!

试剂
!

)523X@H8

溶液$生理盐水%*许汝和稀释液,

/

-

均按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配制#

()3

甲醛#健康体检者的

抗凝血)

$5$5/

!

器材
!

离心机*显微镜*康氏试管*吸管*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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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5/5$

!

白细胞悬液制备
!

取许汝和稀释液
/79

#加
()3

甲

醛
*

滴混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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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抗凝血混匀)在相对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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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离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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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去上清液#留取白细胞沉淀

物)加入生理盐水充分混匀#离心洗涤
*

!

/

次#弃去上清液#

取试管底部的白细胞#加入
*79

的生理盐水#制备成白细胞

悬液)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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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悬液制备
!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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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79

#加
()3

甲醛
*

滴混匀#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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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血充分混匀#制备成红细胞悬液)

$5/5'

!

尿液模拟标本制备
!

留取健康人尿液$最好有上皮细

胞%#按红细胞悬液
k

白细胞悬液
k

尿液为
*k/k/

的比例加

样混合#制得模拟标本)

$5/51

!

对照实验
!

将同一份血液标本分别加入生理盐水*乙

酸*许汝和稀释液
:

种不同溶剂#进行对照试验)

/

!

结
!!

果

在实践教学工作中采用上述方法模拟尿液的病理性标本#

用于尿液检验教学#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红*白细胞形态与病理

标本中的形态非常相近#差异极小)本法操作简单*形态典型*

重现性好)本法制备的模拟标本仅限于观察尿液中的红*白细

胞形态#不适用于管型等其余有形成分检查)模拟标本与病理

标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红*白细胞形态分别见图
*

!

/

)生

理盐水作溶剂时只能观察到红细胞#显微镜下红细胞呈双凹圆

盘型#有弱折光性(乙酸作溶剂时只能观察到白细胞#显微镜下

白细胞胞质清晰透明#核明显(许汝和稀释液作溶剂时既可观

察到红细胞#也可观察到白细胞#显微镜下红*白细胞形态典

型#偶见少量皱缩红细胞#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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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模拟标本细胞形态

图
/

!

病理标本细胞形态

表
*

!

:

种溶剂制备的模拟尿液标本的结果对照

项目 生理盐水 乙酸 许汝和稀释液

试剂加量$

79

%

/ / /

血液用量$滴%

: : :

可检测到的血细胞类型 红细胞 白细胞 红细胞*白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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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从对照试验可以看出白细胞在不同的溶剂稀释液中#有不

同的形态#采用本法制备的白细胞悬液制作的模拟标本和尿液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2

卷第
*4

期
!

9@AW>EH8B6

!

<"

1

"?#/)*/

!

T%852

!

X%5*4



中白细胞形态$圆球形#不见核%相近)

有研究报道许汝和稀释液中的尿素无破坏红细胞作用,

:

-

#

溶解红细胞主要是溶液的低渗性,

(

-

)本法制备的白细胞悬液

中#有极少呈球形*颜色较深*皱缩的红细胞#成为隐形红细胞#

可以和正常红细胞相鉴别)

模拟标本制备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血液样品

要采用健康体检者的抗凝血#确保生物安全性($

/

%抗凝血要新

鲜#以免抗凝血中的红*白细胞被破坏($

:

%制备白细胞悬液时#

混匀应充分#尽可能让血小板在外力作用下被破坏#有利于结

果观察($

(

%可根据所需的阳性程度#适当调整模拟标本中红*

白细胞悬液的加入量)

实践教学中采用模拟标本#不仅能解决标本来源问题#更

重要的是能避免师生直接接触患者体液#对预防实验室感染#

保障师生健康至关重要)

模拟标本具有成本低廉*生物安全性好*制备简单*重现性

好*仿真度高的特点#是尿液中红*白细胞形态学实践教学的理

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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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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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K?<

1

#定性试验中
!"#%&&

值再确定的必要性及其可行方法$

方法
!

应用定值血清法!阴性对照均值法及
U,H

曲线法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

值进行了探讨$结果
!

U,H

曲线法计算的
!"#%&&

值为
)5*)2

!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
2;5*3

%

245)3

!曲线下面积"

<bH

#为
)522/

'定值血清法

计算的
!"#%&&

值为
)5*42

'阴性对照均值法计算的
!"#%&&

值为
)5*)*

$结论
!

重新认识和确定
-K?<

1

定性试验的

!"#%&&

值有利于提高其检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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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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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临床诊断乙型肝炎最

常用的指标#目前#国内检测
-K?<

1

较为普遍的方法仍是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

V9MP<

%#

V9MP<

定性试验测定结果需要报

告.有反应性/与.无反应性/#报告的依据是
!"#%&&

值$阳性判

断值%)在中国#人群乙型肝炎病毒$

-KT

%的感染率高#确定

合适的
!"#%&&

值#对于检测结果的判断#减少假阳性*假阴性

的发生#使检测结果更准确地反映被检测者的实际情况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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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别应用定值血清法*阴性对照均值法

及
U,H

曲线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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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进行了探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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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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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收集日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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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按试剂盒说

明书将结果分类#

/))

阳性结果作为乙型肝炎阳性对照组#

())

例阴性结果作为阴性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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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奥斯邦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
WB!D%9@A

P#@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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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德国%(

-K?<

1

检测试剂盒$上海荣盛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国家批检合格试剂(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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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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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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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集的
-K?<

1

的标本#将
<

值及实际阴阳结

果填入
ViHV9

文件#导入到
P.PP

程序作图得到
U,H

曲线)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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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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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控血清用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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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KP

稀释液稀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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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血清
:)

份用
V9MP<

法检测#步骤严格按说明书进

行#操作由奥斯邦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
WB!D%9@AP#@D

进行#

做阴阳性对照
(

份#计算吸光度
<

均值$

I

%及标准差$

G

%#以
I

c/G

得
!"#%&&

值)计算
())

例阴性对照组
<7I

及
G

#以
Ie:G

求得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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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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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由
U,H

曲线图得出最佳
!"#%&&

值*灵敏度*特异性及曲

线下面积分别为
)5*)2

*

2;5*3

*

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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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

)定值

血清法得出
I

为
)5/)*

#

?

为
)5)*4

#

Ic/?

得出
!"#%&&

值为

)5*42

)

())

例阴性对照组
I

为
)5)(4

#

?

为
)5)*;

#由均值
Ie

:?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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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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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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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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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

的检测已经出现诸如微粒子酶免发光法*电化学

发光法等#但
V9MP<

法定性检测
-K?<

1

由于快速*简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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