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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对红细胞'白细胞筛检结果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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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使用
7/4!(D'.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以标准镜检法为依据!分析其对
3.0

(

d.0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方法

!

采用随机尿液
##1&

例!使用镜检法和仪器法进行测定!并参照参考范围!对阴性和阳性两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以标

准镜检法为标准!

7/4!(D'.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对
3.0

分析的特异性为
@($(A

!敏感性为
@'$&A

$对
d.0

分析的特异性为

@D$%A

!敏感性为
@&$&A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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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作为一过筛性仪器!应用前景相当广阔&

关键词"敏感性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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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D'.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是国内自主研制的惟一

利用/机器视觉0技术#以自动形态学方法对尿中有形成分进行

自动识别与分类计数的仪器*

7/4!(D'.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

仪是按照传统经典的显微镜方法的流程来设计#工作时通过低

倍镜以多于人工镜检检查量对样品进行扫描过筛#然后以低倍

镜抓取目标定位后转高倍镜采集目标的特征参数#计算机对其

进行处理'分析'描述'理解'拟合#完成识别过程*利用自动定

位跟踪技术#可确保不用离心标本检验不漏检(

"

)

%使尿沉渣分

析高效'便捷'全自动化#并使尿沉渣分析更易标准化(

#

)

#现报

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来自本院门诊和住院患者的新鲜尿液

##1&

例*

B$C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7/4!(D'.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长

沙爱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及其配套试剂*

B$D

!

方法

B$D$B

!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法
!

将标本放在仪器自动进样器

上#仪器自动混匀后充入流动式计数板#由
00*

摄取图像后传

输入计算机#电脑软件进行分析后得到初步结果#再经过检验

人员辅助判别和确认后得到最终检测结果*

B$D$C

!

尿沉渣镜检法
!

参考-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编*

B$E

!

判定标准
!

镜检法遵循-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规定#

显微镜尿沉渣计数正常值为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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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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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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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疑*仪器法

3.0

为
&

!

>

"

5

$男&#

3.0

为
&

!

"&

"

5

$女&%

d.0

为
&

!

1

"

5

$男&#

d.0

为
&

!

"&

"

5

$女&*超出正常范围则视为阳性*

C

!

结
!!

果

C$B

!

3.0

检测结果
!

镜检法阴性
#"D>

例#仪器法阴性
#"">

例#其特异性为
@($(A

%镜检法阳性
"">

例#仪器法阳性
"&(

例#其敏感性为
@'$&A

*

C$C

!

d.0

检测结果
!

镜检法阴性
#">&

例#仪器法阴性
#&(>

例#其特异性为
@D$%A

%镜检法阳性
"'&

例#仪器法阳性
""(

例#其敏感性为
@&$&A

*

C$D

!

弱阳性检出率
!

通过对浓度为
D

"

5

左右的标本重复测

定
#&

次#仪器为全阳性#阳性检出率为
"&&A

*

D

!

讨
!!

论

尿常规检查包括尿理学检查#尿干化学检查和尿沉渣$尿

有形成分&镜检*尿沉渣的显微镜检查是识别尿有形成分的

/金标准0

(

'!%

)

*由于尿有形成分检查是尿分析中必不可少的检

查手段#对泌尿系统疾病诊断'治疗'监测及群体普查等具有重

要意义(

>

)

*由于尿沉渣成分复杂#检测不规范#大大影响了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D

)

#而尿干化分析仪和尿沉渣分析仪等自

动化仪器的应用提高了检测的速度与准确性*本院在未使用

7/4!(D'.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之前#一直使用尿有形成分显

微镜检查#这是一项工作量大'操作繁杂'效率低'劳动强度大#

对技术和经验要求高#结果受操作者主观因素和技术水平影响

大#特别是尿有形成分在较低浓度时漏检或根本检测不出*从

弱阳性检出率的结果可以看出#

7/4!(D'.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

仪阴性过筛功能可靠#无漏检现象*

在尿液
3.0

'

d.0

定量计数中#采用新鲜尿液直接计数

$扩大计数范围&是尿液有形成分定量分析的理想方法*尿液

离心镜检是将尿液离心'悬浮后再镜检计数的一种方法#会受

到离心部分变形溶解或离心沉淀不完全等因素影响#产生实际

理论值明显减低的情况(

"

)

*尿液标本是否要离心#标本离心后

留取尿沉渣多少#各文献报道不一(

(!1

)

*有研究显示#离心镜检

法与不离心镜检法比较#不离心镜检
3.0

检测结果是离心镜

检法的
#$&

倍#不离心镜检
d.0

检测结果是离心镜检法的

"$%

倍(

@

)

*

7/4!(D'.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作为一款过筛仪器#直接

采用不离心尿液#避免了离心造成的结果误差和污染#其对

3.0

过筛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A

'

@'$&A

%对
d.0

过筛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D$%A

'

@&$&A

*有研究显示#

7/4!(D'

检测尿
3.0

'

d.0

结果与不离心镜检法呈高度相

关#无显著差异(

@

)

*虽然其自动识别的准确性不是最好#但该

仪器的最大优点就是当形态变化超出仪器的识别能力时#即可

在仪器的屏幕上进行人工判别并可同时修改报告#而不需再重

复繁琐的人工显微镜镜检*另外存储的病理成分还可打印在

报告单上供临床医生参考#甚至还可用于远程会诊(

"&

)

#更适用

于循证医学的要求#有利于促进学科发展*

7/4!(D'.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检测法与镜检法不符合

例数为
#"

例#占被检标本总数的
1$DA

#其影响原因如下!

d.0

计数偏高主要是小圆上皮细胞'鳞状上皮细胞的核'滴虫

等与
d.0

相似的形态%

3.0

计数偏高主要是草酸钙结晶'真

菌'细菌等与
3.0

相似的形态(

""

)

%过高的
3.0

'

d.0

也会互

相干扰其计数结果*这需要检验人员对标本进行仔细地审核#

特别是当尿液中有过多干扰物质$如上皮细胞'结晶'细菌'细

胞数量过多等&的情况下#必须对结果进行审核#逐图进行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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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识别准确性的问题#毕竟目前还没

有哪种仪器能完全替代人工形态学观察*

7/4!(D'.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能基本满足临床对尿液

有形成分检测的需要#随着电脑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它将代

表尿液有形成分检测发展的方向#应用前景相当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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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尿沉渣检测分析仪和
g,!#&#&

全自动

尿液分析仪临床应用的评价

许
!

岩!张
!

浩!帅朝霞

"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安徽芜湖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g,!#&#>7

尿沉渣检测分析仪和
g*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方法
!

采用
g,!

#&#>7

尿沉渣检测分析仪和
g*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对肾性血尿和非肾性血尿进行辅助诊断!并将检验出的提示信息与普

通光学显微镜检查及
gM?H!>&&.

尿干化学仪器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

得到的提示信息为肾性血尿患者尿液中红细胞数量少!形

态以异常为主!尿蛋白质增多(伴有肾小管皮细胞和"或%管型出现$而非肾性血尿患者尿液中红细胞数量增加!正常形态为主尿蛋

白质少!基本无肾小管上皮细胞和"或%管型出现!并且与本科中级技师的镜检结果基本一致&结论
!

g,!#&#>7

尿沉渣检测分析

仪和
g*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检测方法快速简便!结果敏感准确!可以为临床区分肾性血尿和非肾性血尿提供相对准确的检

验数据&

关键词"诊断!鉴别$

!

g,!#&#>7

尿沉渣检测分析仪$

!

g*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

gM?H!>&&.

尿干化学仪器$

!

肾性血

尿$

!

非肾性血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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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是发现和检测泌尿系统疾病的重要指标#可以

弥补理化检查不足造成的漏诊#对辅助泌尿系统疾病的定位诊

断'鉴别诊断及预后判断等有重要意义*显微镜镜检为经典的

尿沉渣检测方法#其缺点是检验速度过慢#不能及时完成大批

量标本的检测#目前已不能满足临床需求*本科室引进了
g,!

#&#>7

尿沉渣检测分析仪和
g*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是

一套使整个尿液分析过程完全实现自动化的系统#具有检测快

速'准确'直观的优点(

"!#

)

*笔者将
g,!#&#>7

尿沉渣检测分析

仪和
g*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对肾性血尿患者尿液标本

和非肾性血尿患者尿液标本进行检测分析#给出检测得到的提

示信息#并与显微镜及
gM?H!>&&.

尿干化学仪器得到的信息进

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B

!

材料
!

选取本院一段时间内血尿患者标本
#&&

例$包括

一个患者重复检查&#其中男性
D1

例#女性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1$@

岁%再选取自
#&"&

年
(

月至
""

月本院住院患

者#由患者留取第
"

次晨尿的中段尿*其中
(1

例$男
>&

例#女

#1

例&经肾活检'生化检测'外表诊断'细菌培养确诊为肾性血

尿#包括
%"

例为急性肾小球肾炎#

'%

例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

例为肾盂肾炎#

"

例为肾病综合征%

"##

例$男
D%

例#女
>1

例&

经超声'

0B

'膀胱镜综合诊断确诊为非肾性血尿#包括
#1

例肾

结石术后血尿'

#(

例输尿管结石血尿'

>#

例尿路感染血尿'

'

例膀胱结石血尿暂时性镜下血尿'

"#

例肿瘤患者血尿*以及

不明原因的血尿患者
#

例*

B$C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重庆天海
g,!#&#>7

尿沉渣检测分析

仪和
g*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以及配套试剂和试纸条#

gM?H!>&&.

尿干化学仪器#日本
VJ

L

<

P

N9

光学显微镜#配套质

控液*

B$D

!

方法
!

将收集的同一份标本分成两份#一份由
g,!

#&#>7

尿沉渣检测分析仪和
g*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检

测#另一份由
gM?H!>&&.

尿干化学仪器和日本
VJ

L

<

P

N9

光学显

微镜检测*操作人员经严格技术培训#按统一方案进行评价%

镜检均由有经验中级技师进行镜检*

g,!#&#>7

尿沉渣检测

分析仪和
g*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与镜检及
gM?H!>&&.

尿

干化学仪器之间#镜检人员之间以双盲方式检测*

B$D$B

!

g,!#&#>7

尿沉渣检测分析仪和
g*0!#&#&

全自动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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