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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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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健康成人尿液中细菌计数的参考范围%方法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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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健康成年人"男'女各
!$"

例$新鲜非离心尿液标本!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研究

对象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建立健康成人尿液中细菌计数的参考范围%结果
!

女性尿液中细菌计数明显高于男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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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的尿液中细菌计数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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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女性尿液中细菌计数参考范围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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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男性尿液

中细菌计数参考范围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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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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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验室有必要根据自身情况建立自己

的健康人群尿液细菌计数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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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是泌尿系统疾病诊断,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的常

规检测项目#尿沉渣中细菌计数的参考范围的确定能够更直

观,简便地辅助临床诊断有无泌尿系统感染+尿沉渣的检测有

两种方式#即显微镜镜检和仪器检测+前者存在标本处理繁

杂,费时,结果易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缺点)

!.%

*

#

S

A

:912f[.$"";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的检测基于流式细胞术#根据所检测颗粒

的电阻抗,核酸特征,体积大小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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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选出异常标本#不

仅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而且能很大程度上改善尿液有形成分

分析的自动化程序及工作效率)

#

*

+鉴于地域,年龄及性别对成

人尿液有形成分正常参考范围存在很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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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北

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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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成人的尿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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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

分析仪进行检测#分析年龄和性别对检测结果的影响#确定其

,$+

参考范围#为临床诊断尿路感染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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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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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随机抽样健康人群#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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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采集其清洁中段尿液标本#尿液干化学分析

各项指标呈阴性#且相对密度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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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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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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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

动尿沉渣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和质控品+

$)'

!

方法
!

直接分析研究对象未离心的随机新鲜尿液#将待

检标本放在仪器自动进样架上#仪器自动混匀后开始检测细菌

计数#每日开机后先用专用的质控品对仪器进行监控#然后再

进行尿液标本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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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以所检测健康人群数据的
"+

!

,$+

为参

考区间#以
,$+

上限的数值为基准界限计算值+根据年龄和

不同性别生理上的差异#各分为
#

个组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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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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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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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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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采用
SVSS!&)"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检

验#计量资料以
IgD

表示#不同性别之间结果差异比较采用
3

检验#不同年龄组之间差异比较采用
P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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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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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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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年龄健康成人尿液中细菌计数比较
!

女性尿

液标本的细菌计数明显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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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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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组之间#细菌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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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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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组分别比较#细菌计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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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成人尿液中细菌计数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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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同年龄组男性仪器计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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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人尿液细菌计数参考范围
!

由于
!*

!

'"

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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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组之间#细菌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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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将这
&

个年龄组合并#最终建立本地区健康成人尿液细菌计数

参考范围#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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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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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健康成人尿液细菌计数参考范围

性别 年龄$岁% 仪器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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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检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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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f[

系列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已经被多家医院用来

分析尿液有形成分#这有助于推动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尤其是细菌计数的定量检测#对于泌尿系统细菌性感染的

诊断和治疗有着非常直接的意义+但是尿沉渣分析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

'

*

#全自动分析仪可以减少人为误差+本研究对本地

区
&""

例健康成人的尿液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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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f[.$"";

全自动尿液沉渣

分析仪进行检测#得出如下结论+女性尿液标本的细菌计数显

著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

%(

%

'"

岁人群的尿

液标本细菌计数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

A

$

")"$

%(其他各年龄

组之间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

%

")"$

%+说明尿液中

细菌计数的多少与年龄有关#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似#但本文

结果显示细菌计数结果与性别有关#与相关报道不同#可能与

本文研究对象是成年人有关)

(.,

*

+

%

'"

岁的老年人尿液中的

细菌计数较其他年龄段人群明显增高#这是否与老年人易患老

年性泌尿系统感染和老年性前列腺炎有关#有待进一步观察+

经过对
&""

例健康人群的尿液检测结果的分析#本地区尿

液中细菌的
,$+

参考范围与其他医院和地区的报道不一致#

这可能与本研究调查人群的地区,年龄相关#说明各实验室应

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健康人群参考范围+

尽管本研究样本量不够大#标本采集时间及尿量不能保证

严格一致#但均与常规工作状况相符合#可以真实地反映健康

成人的情况+因此#本文结果能够作为本实验室的参考范围#

为尿液有形成分的筛查提供依据+不同实验室由于面对的患

者的性别,年龄,地区有差异#加上实验室环境不同#有必要建

立自己的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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