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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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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浓度的酵母样真菌对
d]/#""":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

将白色念珠

菌用无菌生理盐水制成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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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菌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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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分别检测菌悬液以及生

理盐水对照!分析红细胞'白细胞及酵母菌结果$再取各浓度菌液!加入定量的血细胞!用同样步骤进一步验证$结

果
!

白色念珠菌的浓度为
#"

7

%

F4

和"或#

#"

%

%

F4

时!检测指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浓度

为
#"

)

%

F4

"

#"

6

%

F4

时!酵母菌和红细胞的计数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而且红细胞计数随浓度增加而递

增$浓度达到
#"

6

%

F4

时还引起白细胞计数的增高"

#

"

",")

#$结论
!

酵母样真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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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中的

检出数量与产生干扰的数量相同!均为
#"

)

%

F4

&大于或等于此数量可引起仪器红细胞计数假性增高&其浓度达到

#"

6

%

F4

时!也干扰仪器白细胞计数结果$

"关键词#

!

酵母样真菌&

!

尿沉渣分析仪&

!

红细胞&

!

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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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是目前常用于尿液有形成分筛查

的自动化分析仪#该仪器具有检测快速*敏感度高*精密度好等

优点)但有文献报道#大量酵母菌可引起仪器红细胞计数的假

性增高,

#

-

)为准确了解该仪器对酵母样真菌的检出浓度与产

生干扰浓度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作者进行了相关分析#以期为

仪器的全面评价和结果正确判断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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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质控

物均购自日本
0

J

5F=S

株式会社)

#"

,

4

定量接种环购自法国

生物梅里埃公司)

$,/

!

方法

$,/,$

!

菌悬液制备及实验分组
!

实验分为生理盐水$对照%

组*白色念珠菌悬液组*含血细胞生理盐水组$血细胞对照组%

和含血细胞白色念珠菌菌悬液组)白色念珠菌来自本科细菌

室$分离自尿液标本%#用无菌生理盐水将其制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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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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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菌悬液组#每个浓度设
7

个平行样本#浓

度确定采用显微镜计数结合平板计数法)然后再取一定体积

的
)

种菌悬液分别加入已知浓度的红细胞$

.3(

%和白细胞

$

T3(

%#制成含血细胞的菌悬液组)

$,/,/

!

检测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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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按仪器操作规程

进行操作#先测定质控品#质控合格后再进行样本测定)每个

浓度的菌悬液及生理盐水对照组均交替平行测定
)

次后#再同

样方法测定含血细胞的菌悬液及生理盐水$血细胞对照组%#所

有测定于
7A

之内完成#然后记录*统计分析结果)

$,'

!

统计学处理
!

用于分析统计的软件为
0:

?

F@0>@>=

#实验

数据以
Kc=

表示#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1NMQ1

%#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法$

40Z

%#实验组间的

比较采用
R

检验$

N=KF@;/R=GE5>=5>

%#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浓度菌悬液时红细胞*白细胞和酵母菌的仪器计数

结果$表
#

%)

/,/

!

不同浓度菌悬液中加入定量的血细胞后
7

项指标的仪器

计数结果$表
!

%)由表
#

*表
!

的结果可以看出!当白色念珠菌

的菌悬液浓度小于
#"

)

"

F4

时#仪器对其不能检出#亦没有引

起红细胞和白细胞计数的差异)但当浓度达到
#"

)

"

F4

时#在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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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被检出的同时也造成了红细胞计数的明显差异$

#

"

",")

%#

而且这种差异程度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其浓度达到

#"

6

"

F4

#白细胞计数结果也明显高于含血细胞生理盐水组

$

#

"

",")

%)

表
#

!

不同浓度菌悬液
7

项指标的仪器测定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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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个,微升&

组别 酵母菌 红细胞 白细胞

生理盐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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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血细胞菌悬液
7

项指标的仪器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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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采用流式细胞及电阻抗的

原理#通过检测经荧光染色后的单个细胞的荧光强度*散射光

强度及电阻抗的大小来识别尿内细胞*管型*结晶等各种有形

成分)近年来#关于酵母样真菌引起其红细胞计数假性增高的

报道日渐增多,

!/%

-

)这些报道较好分析了酵母样真菌干扰细胞

计数的大体情况和导致干扰的原因#但都没有指出产生干扰的

具体浓度和相应的检出浓度#以及二者存在何种关系)基于此

点#作者用临床最常见的酵母样真菌$白色念珠菌%进行了仪器

的检出及抗干扰浓度分析#以期为仪器的合理*客观评价和临

床结果判断提供一定依据)

结果显示#

d]/#""":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白色念珠菌时#检

出浓度和产生干扰浓度均是
#"

)

"

F4

#说明仪器检测白色念珠

菌可能存在2只要检出即有干扰3现象)因此#使用该仪器检测

到酵母菌时#应当考虑到红细胞计数的假性增高)同时#在检

测其他体液标本比如脑脊液中酵母样真菌$如新型隐球菌%时#

还应注意检出的浓度下限#当检出结果为阴性时不能排除感

染)结果还显示#红细胞的假性增高随着白色念珠菌的浓度增

加而加剧#这与有关报道一致,

)

-

)一些报道指出#仪器的部分

荧光参数有助于鉴别红细胞与细菌或酵母菌,

$/6

-

)作者对此也

进行了初步试验#发现酵母菌存在时#仪器的前向散射光强度

$

0/]0(

%*侧向散射光强度$

0/00(

%及荧光强度$

0/]4U

和
0/

]44

%均明显高于单纯血细胞组$

#

"

","#

#数据未列出%)应当

注意的是#本研究样本量有限#标本也与临床标本有所不同#还

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来支持与验证)

此外#还发现当白色念珠菌的浓度达到
#"

6

"

F4

时#亦会

引起仪器白细胞计数的假性增高)这可能与白色念珠菌浓度

较大时#因其本身含有的大量细胞核及孢子等物质#导致荧光

信号与白细胞重叠或类似有关,

)

-

)这也提示#仪器测定白细胞

时还应鉴别大量酵母菌的干扰)作者发现白色念珠菌的菌体

大小和连体孢子的数量及大小*菌体内是否有细胞核等都会影

响仪器的
7

项指标的计数结果)通常情况下#菌体较小*连体

孢子多及无细胞核时更易干扰红细胞计数(反之#对白细胞的

干扰作用有所增加)还有#由于作者使用的溶剂不是尿液#也

可能对计数结果造成一定影响#但作者认为不会影响到结果的

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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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检测酵母样真菌时#应

当注意2检出即有干扰3的现象#当显示检出酵母菌时#应考虑

红细胞和白细胞存在假性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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