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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标本不同放置条件对尿常规检验中相关指标的影响

于佳弘!荣兰香!于雪娇!杜晓雪!张玫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检验科!长春
$0&&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尿液标本不同放置条件对尿常规检验中相关指标的影响%方法
!

收集检验科尿液标本

#&

份!将尿液标本分为
#

组!每组各
$&

份!分别置于室温及
-i

冰箱中保存待测%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取样即刻及标本放置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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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尿肌酐"

\AF

$&总蛋白"

7S

$&尿钠"

1?

4

$&尿钾"

d

4

$&尿酸"

\5

$!用尿有型

成分全自动化检测仪检测尿液中上皮细胞&红细胞&白细胞&细菌的数量!同时应用显微镜观察不同条件下红细

胞形态及细菌均值的变化%结果
!

在常温下!标本静置时间
'

0@

时!尿液标本中
\AF

&

\5

&

7S

水平明显升高!

而
1?

4

&

d

4等指标水平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常临下随着静置时间延长!大红细胞计数明显

下降!而细菌均值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上皮细胞&白细胞数不受静置时间影响%随着静

置时间延长!大红细胞计数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
-i

下!标本静置时间
'

0@

时!尿液

标本中小红细胞计数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尿液标本静置时间会影响检测结果!

静置时间越长!尿液成分变化越明显!为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应在取样后
0@

内完成检测%

关键词"尿液标本#

!

放置条件#

!

尿生化指标#

!

红细胞#

!

有形成分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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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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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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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检测以其标本易得#收集过程快捷*简便#费

用便宜等优点而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是目前检验科

三大常规检测项目之一'

$

(

)尿液检查包括尿常规分

析*尿液中有形成分检测*蛋白成分定量*尿酶检测

等#尿液检查对临床诊断*判断疗效和预后有着十分

重要的价值'

#

(

)尿液标本检测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

涉及多个环节规范化操作#然而临床上常因各种原因

而导致待测尿液无法及时送检#尿液标本静置过程中

的任意因素都可能影响检测结果#从而导致检测结果

失去临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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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有研究指出#为了提高

尿液标本检测准确度#在取样后应及时送检#并于取

样后
#@

内完成检测'

.

(

)为了更好地了解尿液标本放

置时间对尿液中相关指标的影响#本研究于
#&$'

年

'[(

月收集检验科尿液标本
#&

份#应用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及尿有型成分全自动化检测仪测定不同温度

下#不同放置时间对尿液标本中相关指标检测结果的

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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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随机收集本院就诊

患者尿液标本共
#&

份#每份标本约
#&GN

#其中来自

男性
$#

份#来自女性
6

份#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

.#%#Z0%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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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日本
,

H

<G;b\T"$&&&)

尿有型成

分全自动化检测仪及配套试剂#罗氏
V8J?<6&&&A(&$

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质控品由伯乐公司提供)

$%'

!

检测方法
!

收集检验科尿液标本
#&

份#将尿液

标本分为
#

组#每组
$&

份#每份标本均取尿液
$&GN

#

分别于室温及
-i

冰箱中保存待测)应用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测定取样即刻及标本放置
$

*

#

*

0

*

-

*

.@

时尿

生化指标!肌酐$

\AF

&*尿酸$

\5

&*总蛋白$

7S

&*尿钠

$

1?

4

&*尿钾$

d

4

&#尿有型成分全自动化检测仪检测

尿液中上皮细胞*红细胞*白细胞*细菌的数量)

$%1

!

显微镜观察不同条件下红细胞形态及细菌均

值
!

分别于室温及
-i

冰箱条件下效量的标本中取

富含红细胞及微生物的标本轻轻摇匀后滴加一滴于

盖玻片上进行镜检#观察取样即刻及标本放置
$

*

#

*

0

*

-

*

.@

时红细胞形态及细菌均值变化)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及统计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ZD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常温下不同静置时间对尿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

在常温下#取样即刻*标本静置
$

*

#@

尿液中成分并没

有明显改变#当标本静置时间
'

0@

时#尿液标本中

\AF

*

\5

*

7S

水平较取样即刻及静置
$

*

#@

明显升

高#而
1?

4

*

d

4等指标水平较取样即刻及静置
$

*

#@

时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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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
$

)

/%/

!

常温下不同静置时间对尿液中大细胞计数*红

细胞形态及细菌均值的影响
!

当标本静置时间
'

0@

时#尿液中红细胞计数较取样即刻及标本静置
$

*

#@

时明显下降#而细菌均值较取样即刻及标本静置
$

*

#

@

时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上皮细

胞*白细胞数不受静置时间影响)当标本静置时间
'

0@

时#大红细胞计数较取样即刻及标本静置
$

*

#@

时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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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下不同静置时间对尿液标本中生化指标的

影响
!

-i

下#尿液中成分随着静置时间延长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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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改变#但当标本静置时间
'

0@

时#尿液标本中

\AF

*

\5

*

7S

水平较取样即刻及静置
$

*

#@

时略微上

升#而
1?

4

*

d

4等指标水平较取样即刻及静置
$

*

#@

时略微降低#但总体变化不明显#见表
0

)

/%1

!

在
-i

下不同静置时间对尿液中细胞计数*红

细胞形态及细菌均值的影响
!

- i

下#标本静置时

间
'

0@

时#尿液标本中红细胞*小红细胞*细菌均值

计数较取样即刻及静置
$

*

#@

时明显减少#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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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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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下不同放置时间对尿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ZD

$

时间
\A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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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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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取样即刻
.%#'Z&%$# $#$%#.Z$#%## #6%**Z0%-. 0#%$6Z.%#' #.%*6Z#%..

静置
$@ .%##Z&%$6 $#$%&.Z$&%0' #6%*'Z0%.' 0#%0'Z.%0' #'%$#Z#%'*

静置
#@ .%0#Z&%#& $#$%0'Z$&%## #*%$0Z0%(6 0#%-6Z.%-6 #'%##Z#%(6

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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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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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Z$%#'

"$#

$0'%6*Z$0%*6

"$#

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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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

注!与取样即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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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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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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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静置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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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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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下不同静置时间对尿液中细胞计数%红细胞形态及细菌均值的影响#

/ZD

(个)
%

N

$

时间
细胞计数

红细胞 白细胞 上皮细胞

红细胞形态变化

大红细胞 小红细胞
细菌均值

取样即刻
6#.%#'Z0#%#' #.&%#$Z#.%0' $.%$#Z&%0' .0$%&#Z#*%0' #*.%6.Z$.%*' -.#%#.Z.'%00

静置
$@ 6##%&#Z0$%*6 #-*%#6Z#6%00 $.%&#Z&%0# .#*%##Z#6%$# #*#%(6Z$'%#0 -..%0'Z.-%#&

静置
#@ 6#$%#.Z0#%00 #-*%00Z#(%#. $.%#'Z&%0' .#6%$#Z#.%$# #*$%6*Z$(%&#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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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 -*#%..Z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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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Z#.%&# $-%6.Z&%-0 0(.%#'Z#.%6*

"$#

#'.%0#Z$.%*' .$#%-#Z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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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取样即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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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与静置
$@

比较#

$

!

$

&%&.

%与静置
#@

比较#

#

!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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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同放置时间对尿液标本中生化指标的影响#

/ZD

$

时间
\AF

$

%

G8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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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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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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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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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8C

"

N

&

1?

4

$

GG8C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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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8C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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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即刻
.%##Z&%$- $#$%$*Z$#%#& #6%6*Z0%-0 0#%$.Z.%$& #.%*&Z#%.#

静置
$@ .%#$Z&%#& $#$%#'Z$#%0# #6%*#Z0%-6 0#%#.Z.%$' #.%*6Z#%'#

静置
#@ .%#&Z&%## $#$%#&Z$#%0. #6%*.Z0%.# 0#%0'Z.%&# #'%##Z#%(#

静置
0@ .%06Z&%#0 $#6%#'Z$#%-# #*%(6Z0%'# 0$%#'Z.%&- #.%*'Z#%.&

静置
-@ .%-&Z&%#' $#*%&#Z$#%.& #*%6#Z0%(# 0$%$.Z-%*. #.%6(Z#%-0

静置
.@ .%.0Z&%#6 $0&%&#Z$#%.' #*%*#Z0%.' 0$%&6Z-%*. #.%'#Z#%#(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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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同放置时间对尿液中细胞计数%红细胞形态及细菌均值的影响#

/ZD

(个)
%

N

$

时间
细胞计数

红细胞 白细胞 上皮细胞

红细胞形态变化

大红细胞 小红细胞
细菌均值

取样即刻
6#.%&'Z0#%#$ #.&%$$Z#.%#0 $.%##Z&%0# .0$%$#Z#-%0& #*.%('Z$.%6' -.#%#&Z.'%#0

静置
$@ 6#-%00Z#*%0' #.&%#'Z##%'* $.%&*Z&%#* .0&%&#Z#.%0' #*$%&#Z$.%#0 -.&%##Z.#%0'

静置
#@ 6##%$#Z##%(6 #.$%##Z##%&# $.%$.Z&%-. .0$%&6Z#-%#. #6*%0'Z$.%$# -#.%#.Z-#%.*

静置
0@ (6.%'*Z#$%&#

"$

#.#%&#Z#$%.0 $.%&#Z&%0- .0#%#'Z#0%$# #(#%#'Z$.%&#

"$

-$.%#'Z0.%'*

"$

静置
-@ (-.%##Z$6%'*

"$#

#.#%'*Z#&%&# $.%00Z&%0' .0$%(6Z##%*' #'.%6.Z$.%$$

"$#

-&.%##Z0#%.*

"$#

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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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Z#&%'0 $.%#'Z&%0$ .0#%'*Z#.%0'

#'&%$#Z$.%##

"$#

-&0%$#Z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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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取样即刻比较#

"

!

$

&%&.

%与静置
$@

比较#

$

!

$

&%&.

%与静置
#@

比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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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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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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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是门诊诊断相关疾病的常规性检测项

目之一#具有取样方便*无创*标本易于获得#检测结

果快捷#能及时反映患者泌尿系统*肾脏及相关系统

疾病严重程度及进展情况等优点#尿液分析结果将直

接影响临床医生对患者病情的诊断及治疗'

'"(

(

)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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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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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检验技术及全自动化生化分析仪的广泛应

用#尿液检验的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得到进一步的

提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操作因素所致的检

查结果不准确的情况'

6

(

)

目前不少研究指出#尿液标本成分会随标本静置

时间延长而发生变化'

*"$$

(

)本研究中在常温下#取样

即刻及标本静置
$

*

#@

尿液中成分并没有明显改变#

当标本静置时间
'

0@

时#尿液标本中
\AF

*

\5

*

7S

水平较取样即刻及静置
$

*

#@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而
1?

4

*

d

4等指标水平较取样即

刻及静置
$

*

#@

时降低#表明尿液中相关生化指标会

随着静置时间延长而发生变化)尿液标本中
\AF

*

\5

*

7S

水平随着标本静置时间延长而增加#考虑可

能是由于尿液标本中的红细胞或白细胞暴露空气的

时间过长而导致细胞低渗溶解#使细胞中相关有机物

溶解于尿液中#引起
\AF

*

\5

*

7S

水平升高'

$#

(

)此

外#随着尿液标本静置时间延长#标本暴露于空气中

的时间也随之延长#因此尿液标本中
1?

4

*

d

4容易氧

化生成氧化物或与尿液中其他离子结合而生成化合

物#导致尿液中
1?

4

*

d

4水平偏低'

$0

(

)本研究发现在

常温下#随着标本静置时间延长#尿液中红细胞计数*

大红细胞计数明显下降#而细菌均值明显升高#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考虑可能原因!随着标本

静置时间延长#细菌繁殖数量将增加#导致尿液呈碱

性#该情况会导致尿液中析出结晶#进一步促进红细

胞溶解#并改变红细胞形态'

$-

(

)因此#在常温下标本

静置时间延长会影响尿液标本检测结果#并会影响临

床医生对疾病的诊断)

本研究除了探讨常温下标本不同静置时间对尿

液标本成分的影响外#也分析了低温下不同静置时间

对尿液标本成分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

-i

下尽

管尿液标本静置时间
'

0@

时尿液中成分开始出现变

化#但并没有统计学意义)考虑可能原因为低温下各

种生化反应速度减慢#因此在短时间内未出现明显的

变化#但并不能排除静置时间
'

.@

后尿液标本相关

生化指标不发生变化'

$.

(

)在
-i

下#标本静置时间
'

0@

时#尿液标本中细胞*小红细胞*细菌均值计数较

取样即刻及静置
$

*

#@

时明显减少#提示尽管在低温

下生化反应速度减慢#但随着静置时间延长#细菌仍

会生长繁殖#红细胞仍会发生溶解#因此无论在低温

还是常温下#尿液标本均不宜存放过长检测)

综上所述#无论在常温下或低温下尿液标本静置

时间均会影响检测结果#为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应在取样
0@

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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