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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尿沉渣检查方法规范化,标准化的进步#尿沉渣定量

已被推广#目前尿沉渣分析仪已大量应用于临床检查#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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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较为广泛'为了

比较两种仪器对尿液有形成分检测的差异#对本市某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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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显微镜观察各种成分#并计数每微升的含

量%'每份标本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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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所有检查均采用双

盲方式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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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有形成分检查是尿液分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对

临床诊断,治疗,监测和健康普查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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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两种染料!一种为菲啶染料#主要染细胞核酸#这种染料

的主要特点是膜通透性&另一种是羧花青染料#染带负电荷的

细胞膜和线粒体#通过细胞荧光强度,前向散射光强度及细胞

电阻大小来定量报告尿内红细胞,白细胞等有形成分%'

:X7#

C8.

仪应用/机器视觉0技术#通过显微镜将镜下流动计数池中

的尿液有形成分放大#由
33]

摄取图像后#传输入计算机图像

采集卡采集图像#采用计算机自动识别与可疑细胞人工判读相

结合#对尿液中有形成分的形态进行识别并分类计数#得出单

位体积尿液有形成分细胞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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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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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检测为红细胞的假阳性样本中#经人

工显微镜镜检判断#其中
9C

份为草酸钙结晶#

C

份为酵母菌#

8

份为细菌#

.

份为脂肪滴,精子'分析原因!部分草酸钙结晶,

脂肪滴和精子与红细胞形态相似#其染色的敏感性与细胞类

似#在散点图中与红细胞交叉分布而干扰
aR#9--

仪的红细胞

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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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母菌因其形态大小与红细胞相似#其前向散射光强

度与红细胞相近而将其误认为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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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菲啶染料对膜通透

性低#细菌染色后荧光强度及前向散射光强度也较低$但比红

细胞稍强%#所以尿液中#当细菌超过一定量时#仪器将把大的,

成双的,成堆的细菌颗粒误认为尿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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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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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是应用/机器视觉0技术#所以易将与红细胞形状相似的草酸

钙结晶,上皮细胞的细胞核误认为红细胞'在两种方法同时检

测尿液红细胞且同为阳性的
99-

份样本中#其中
*

份为草酸钙

结晶#即
aR#9--

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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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共同检测样本红细胞为阳

性时#其结果假阳性率为
9B+Z

#明显小于单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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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检

测的假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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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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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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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假阳性尿液样本中#

经人工镜检判断#其中
9.

份为上皮细胞#

D

份为细菌&由于上

皮细胞$主要是小圆上皮细胞%和细菌$大量堆积状态%的体积

大小,核物质含量与白细胞相似#仪器作荧光流式细胞分析时

难以将其区分#因此会影响白细胞的检测'

:X7#C8.

仪容易

将上皮细胞,破碎红细胞,大量堆积的细菌误认为白细胞#这在

一定程度上与刘莉*

D

+的研究结果相符'在两种方法同时检测

尿液红细胞为阳性的
9C8

份样本中#经人工镜检判断均为阳

性#即
aR#9--

仪和
:X7#C8.

仪共同检测样本白细胞为阳性

时#其结果假阳性率为
-Z

#明显小于单独用
aR#9--

仪检测的

假阳性率
9B,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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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检测尿液白细胞同为阴性的
.9D

份样本中#经人工镜检均为阴性#即阴性符合率为
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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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aR#9--

仪和
:X7#C8.

仪在检测尿液中的红细

胞和白细胞的一致性较好#且与人工镜检的符合率高#尿液红

细胞检测的假阳性率!

aR#9--

(

:X7#C8.

#白细胞假阳性率

aR#9--[:X7#C8.

'由于尿液有形成分的测定受多种因素影

响#为了减少假阳性率#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人工镜检是必

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上述两种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液白细

胞同为阳性的标本#其检测尿液红细胞或白细胞同为阴性的标

本可不必人工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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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从临床标本中分离出致

病菌并进行准确鉴定#同时指导合理用药#为临床诊断,治疗,

预后提供可靠的依据'通过本文的分析总结#微生物检验的质

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微生物检验应该强化以下内容*

*

+

'

FBEBD

!

从事微生物检验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学

历&热爱微生物检验工作&不断更新知识&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接

受有经验的微生物工作人员监督#进行日常的严格训练&工作

要相对恒定*

.

+

&还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高尚的医德'

FBEBE

!

质量控制是微生物检验结果准确性,可靠性的有力保

证'通过参加微生物室室间质评调查#可进一步验证本室微生

物检验是否标准化,规范化#质量控制是否完善#只有开展全面

质量控制才能获得准确的实验结果$包括室内质控,室间质

评%'室内质控应做到检验前,检验中,检验后
.

个环节的质量

控制#这样才能使微生物实验室在
9

个标准化,规范化状态下

完成患者的每份标本'

FBEBF

!

积极参加室间质量评价'通过历年参加的微生物室室

间质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积极参加临床微生物室室间质评调

查#才能考察本室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发放已知菌株的检测来

判断本室检测能力'参加的微生物室室间质评收到回执后总

结分析成绩#了解本室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补救,改进措

施#还可确定本室持续改进的能力'这样才可以使微生物检验

水平更上
9

个台阶#更好满足临床需要'

总之#临床微生物检验在临床医疗活动中的作用日益突

显#对微生物检验要求越来越高'通过对微生物室室间质评调

查结果分析#认为只有把微生物检验质量保证工作贯彻于整个

实验过程中#才能为临床在治疗,诊断上提供可靠的微生物检

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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