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降解#是保证葡萄糖稳定的简单*有效的方法'目前#真空采

血管的使用使血清的及时分离成为可能#一般优质的真空采血

管在
%

!

7%3:;

之内即可分离血清(

=

)

#完全可以满足临床检验

的需要#因此测定血糖时可以不必单独使用
WBd

管采血#而是

和其他生化检验项目共用
7

管血即可'

据北京协和医院统计(

%

)

#在生化检验的临床实践中#从标

本采集到分离血清平均需要
7'78=3:;

#尤其住院患者血样需

时较长#甚至达到
'

!

=D

'这段时间葡萄糖浓度下降所造成的

误差是值得考虑的#尤其对于葡萄糖结果处于诊断临界点上的

标本'正如本实验中一个葡萄糖浓度为
<8'33?1

"

*

的标本

如果被放置室温
(D

甚至
'D

其结果会下降至
$8=33?1

"

*

或

%8>>33?1

"

*

#按照
he07...

年关于糖尿病诊断标准#那么

该患者可能由糖尿病诊断成立改为做进一步的糖耐量实验甚

至被认为血糖正常放弃进一步检测及检查#而导致误诊'.临

床化学检验血液标本的收集与处理/规定要求
(D

之内分离血

清$浆%的要求对于血糖的检测也不太严格(

$

)

'

因此#及时的血清$浆%分离减少葡萄糖的降解的前提是优

化检验流程#缩短标本的转运时间#对于不能及时送检的标本

应低温保存或用凝胶管就地进行血清分离然后转运(

<

)

'在检

验报告中注明标本采集*收到及检测报告时间#对更客观的评

价结果也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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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联合应用干化学法与显微镜法检测尿液红细胞"

b[)

#和白细胞"

h[)

#以提高结果准确性$为临床提供

最可靠的诊断依据$方法
!

收集
%&&

例尿液标本!采用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法检测尿液中的
b[)

及
h[)

数量并对结果进行比较

和分析$结果
!

%&&

例尿液干化学检测
b[)

阳性
7>&

例中!经显微镜法检测阳性
7(>

例!阴性
%(

例$

b[)

阴性
'(&

例中!经显微

镜法检测阳性
(&

例!阴性
'&&

例$

(

种方法阳性符合率
<7P

!阴性符合率
.=P

$干化学法检测
h[)

阳性
(&&

例中!经显微镜检

测阳性
7.&

例!阴性
7&

例$

h[)

阴性
'&&

例中经显微镜法检测阳性
%%

例!阴性
(=%

例$

(

种方法阳性符合率
.%P

!阴性符合率

>(P

!以显微镜法检查为标准!干化学法检查
h[)

假阳性率为
(>P

!假阴性率为
$8(P

!干化学法比显微镜法检查的阳性率偏高$

而干化学法检查
b[)

假阳性率
%P

!假阴性率
778$P

!干化学法比显微镜法检查阳性率偏低$结论
!

在做尿液分析时!一定要标

准化&规范化做好干化学法与显微镜法的联合应用$

(

种方法不能互相代替!只有互相补充!才能提高尿液的检测效率及准确性$

关键词"显微镜检查'

!

红细胞'

!

白细胞'

!

尿分析'

!

干化学法

!"#

!

7&8'.$.

"

9

8:66;87$<'/=7'&8(&7787$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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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是临床常用的检验技术之一#也是诊断泌尿系统

疾病的重要指标之一#能为临床诊断和治疗疾病提供重要依

据(

7

)

'目前干化学尿液分析仪已被广泛应用于各大实验室#这

种仪器具有操作简单*快速等优点#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由

于这种方法受到一些因素影响#可造成结果出现假阳性或假阴

性#尤其是尿红细胞$

b[)

%和白细胞$

h[)

%'显微镜检查法

是检测尿
b[)

和
h[)

的标准方法(

(

)

#但是操作较繁琐#若是

将
(

种方法综合运用#既能提高检测效率#又能提高结果的准

确度'笔者通过
%&&

例尿液联合应用干化学法与显微镜法检

测#对其
b[)

和
h[)

的结果进行探讨'

B

!

资料与方法

B8B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临床各科室住院患者晨尿标本及门

诊患者随机尿液#其中男
((&

例#女
(>&

例'

B8C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日本
01

2

3

4

56

双目显微镜#烟台宝威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尿液
7&

项分析仪及尿干化学试带#具有抗

维生素
)

$

VG

%干扰能力'

B8D

!

方法
!

采用干化学法将被检晨尿
7&3*

置于洁净试管

中#将试带充分浸入尿液中$

76

%取出于滤纸上拭去多余尿液

置分析仪上测定#并打印结果'将上述尿液标本混匀#以
7%&&

E

"

3:;

离心
%3:;

#弃去上清液留
&8(3*

尿液#混匀在高倍镜

下连续计
7&

个高倍视野$

e-

%中的
b[)

和
h[)

#最低至最高

值报告结果'

B8E

!

统计学处理
!

尿液分析仪结果以
]

*

\

"

]

*

7\

*

(\

*

'\

表示'显微镜法参考范围
b[)

(

$

&

!

'

%"

e-

#

h[)

(

$

&

!

%

%"

e-

#以
b[)

%

'

"

e-

为阳性#

h[)

%

%

"

e-

为阳性(

'

)

'

C

!

结
!!

果

C8B

!

%&&

例尿液中
b[)

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法检测结果
!

%&&

例尿液
b[)

干化学法阳性
7>&

例中#显微镜法检查阳性
7(>

例#阴性
%(

例'

'(&

例
b[)

阴性中显微镜法检查阳性
(&

例#

阴性
'&&

例'

(

种方法阳性符合率
<7P

#阴性符合率
.=P

#以

显微法为标准'干化学分析法检查
b[)

假阳性率为
(>P

#假

阴性率为
$8(P

#干化学分析法比显微镜法检查的阳性率明显

偏高#见表
7

'

C8C

!

%&&

例尿液中
h[)

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法检测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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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液
h[)

干化学法阳性
(&&

例中显微镜法阳性
7.&

例#阴

性
7&

例&

'&&

例
h[)

阴性中显微镜法检查阳性
%%

例#阴性

(=%

例'

(

种方法阳性符合率
.%P

#阴性符合率
>(P

#以显微

镜法为标准'干化学分析法检查
h[)

假阳性率
%P

#假阴性

率为
778$P

#干化学分析法比显微镜法的阳性率明显偏低#见

表
(

'

表
7

!!

%&&

例尿液中
b[)

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法检测结果

干化学法结果
%

显微镜法结果

阳性例数$

%

% 阴性例数$

%

%

] '(& (& '&&

\

"

] %% =& 7%

7\ <% %' ((

(\ '& (7 .

'\ (& 7= $

表
(

!!

%&&

例尿液中的
h[)

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法检测结果

干化学法结果
%

显微镜法结果

阳性例数$

%

% 阴性例数$

%

%

] '&& (% ((%

\

"

] %& =& 7&

7\ <% $& 7%

(\ =% '$ .

'\ '& (= $

D

!

讨
!!

论

尿液分析干化学法测定尿液细胞过程中#容易受到食物*

温度*酸碱度*药物等因素影响造成结果的假阳性或假阴性#且

尿液中
b[)

干化学法阳性结果高于显微镜法#尿液
h[)

干化

学法阳性结果低于显微镜法(

=

)

'尿干化学法速度快*重复性

好#可适于大批量标本筛检'显微镜法操作繁琐#但能真实展

现细胞等有形成分形态#判断直观可靠(

%

)

#干化学法测定尿

b[)

的原理是尿液中的血红蛋白或其破坏释放的游离血红蛋

白均含有亚铁血红素#后者具有过氧化氢酶样活性#可使过氧

化物分解释放出新生态氧#使色原氧化而显色#其颜色深浅与

血红蛋白含量有关'而显微镜法则是通过离心尿液#取其沉渣

在显微镜下直接计数
b[)

'本文对
%&&

例尿液用
(

种方法检

测
b[)

的阳性符合率为
<7P

#阴性符合率为
.=P

#分析不符

合原因#主要是尿中含有肌红蛋白*细菌*过氧化物酶的污染#

易热酶的干扰#氧化型清洁剂及次氯酸盐污染都可导致隐血假

阳性'当尿液
4

e

值在
>8&

以上#超过试带中缓冲剂的缓冲能

力#无论尿中有无蛋白质#均可呈阳性反应'尿中高浓度
VG

$

(%&3

I

"

*

%可使干化学法葡萄糖和隐血结果呈假阴性(

$

)

'干

化学法检测
h[)

的原理是基于粒细胞细胞质内含有酯酶#此

酶可作用于模块中的吲哚酚酯#使其产生吲哚酚'后者与重氢

盐反应形成紫色缩合物#其颜色深浅与细胞的多少呈比例关

系'本文
%&&

例尿液#用
(

种方法检测
h[)

的阳性符合率是

.%P

#阴性符合率是
>(P

'分析不符合原因#主要是尿液在膀

胱贮存时间长#

h[)

可能受到破坏#中性粒细胞酯酶可释放入

尿液中#或某些患者尿液中有高活性不耐热的触酶时#干化学

法阳性#显微镜法阴性#而在某些疾病时#尿液中以淋巴细胞*

单核细胞为主时#因为淋巴细胞*单核细胞不含酯酶#也会产生

假阴性结果'

因此#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法作为
(

种原理不同的检验技

术#检验结果可能互不相符'尿干化学法具备便于大批量标本

及急需检验结果的特点#但是它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显微镜

法'所以在做尿液分析时#应该标准化*规范化地做好干化学

法与显微镜法的联合应用#才能为临床提供可靠*准确的诊断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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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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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用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查法与传统的离心沉淀镜检法检测尿液细胞成分的差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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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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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标本同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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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仪与离心沉淀镜检法进行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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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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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的分析和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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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干化学分析

法与离心沉淀镜检法对
b[)

检测有显著差异!对
h[)

检测有非常显著性差异$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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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干化学分析仪对尿液潜血的筛查价

值高!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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