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

##

两种提取方法的灵敏度比较

方法
稀释倍数

未稀释
+, +,

.

+,

-

+,

$

+,

5

+,

8 回归系数$

8

%

氯仿
#

异丙醇法
6=+. 8=5+ 5=+$ $=5- -=8, f f ,=>Y6

核酸提取柱法
6=Y$ 8=>8 5=YY $=Y+ -=>Y .=YY f ,=>>>

##

f

!低于检测限(

G=H

#

干扰试验结果
#

血清中黄疸的干扰对两种提取方法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5

%(在血清中血红蛋白浓度在
8=,

S

"

"

时#对两种提取方法的干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血

红蛋白浓度在
8,=,

S

"

"

时#对两种提取方法的干扰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表
.

##

黄疸和溶血对两种提取方法的干扰!

干扰物质 干扰物浓度 氯仿
#

异丙醇法 核酸提取柱法

总胆红素
..=,

$

(BL

"

" 8=5+ 8=>Y

..,=,

$

(BL

"

" 8=8, 8=>>

血红蛋白
8=,

S

"

" 8=55 8=>>

8,=,

S

"

" 5=8+ 8=>.

##

!

!检测结果以定量结果的对数值表示&氯仿
#

异丙醇法的对照标

本检测结果为
8=5,

#核酸提取柱法的对照标本检测结果为
8=>8

(

H

#

讨
##

论

近年来临床上多采用荧光定量
<1)

技术进行
91̂ )&*

定量检测#这种方法闭管操作#不易引起产物污染#具有敏感'

特异'快速的优点)

+

*

(荧光定量
<1)

的实验要求较高#其中提

取核酸作扩增反应模板是其重要的前期步骤#处理方法的差异

可直接影响
<1)

扩增效果与实验检测结果)

.

*

(本研究采用了

氯仿
#

异丙醇法和核酸提取柱法两种方法提取
91̂ )&*

后进

行荧光定量检测#实验结果表明#这两种核酸提取方法的灵敏

度差别不大#基本都能满足临床需要&但核酸提取柱法的重复

性明显优于氯仿
#

异丙醇法(

黄疸和溶血是血清检测中最常见的影响因素#在检测过程

中#标本的成分含量差异'生产厂家试剂采用的不同核酸提取

方法#都可影响标本中
91̂ )&*

模板的质量#以致检测结果

出现较大的差异)

-

*

(干扰试验结果表明#上述两种核酸提取方

法对黄疸标本的抗干扰能力较强#但对溶血较严重的标本提取

核酸时#核酸提取柱法更具有优势#该法操作简便快速#防止了

)&*

的降解#能去除标本中存在的干扰物质$胆红素和血红蛋

白等%#使核酸模板纯化效率高'误差小#保证了
91̂ )&*

荧

光定量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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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评价
e'#+,,,@

尿液分析仪用于检测脑脊液红细胞和白细胞计数的可行性%方法
#

以
e'#+,,,@

尿液分析仪

对
->8

例脑脊液标本进行细胞计数!并与手工计数结果进行比对%采用
0

P

CND(NA

法和
7LNAJ#*LF(NA

法分析两种检测方法之间

是否具有可比性%结果
#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之间白细胞和红细胞计数的
0

P

CND(NA

相关系数"

8

.

#分别为
,=>8

和
,=>>

"

!

均小于

,=,+

#%

7LNAJ#*LF(NA

分析发现!当脑脊液细胞计数越低!两种方法的一致性越好%结论
#

e'#+,,,@

尿液分析仪对脑脊液细胞计

数与手工计数法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可以用于脑脊液细胞计数!尤其是当脑脊液细胞计数较低时%

关键词"红细胞计数'

#

白细胞计数'

#

脑脊液'

#

尿液分析仪'

#

显微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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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红细胞和白细胞计数对于各种中枢神经细胞疾病

的诊断和治疗监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传统的细胞计数

方法主要是采用
&CK:NKCD

血细胞计数板对脑脊液红细胞和白

细胞进行计数(虽然手工计数法在临床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但是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

%检验过

程相对繁琐&$

.

%检测结果受检验者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不同检

验技师对同一标本的细胞计数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

特别需要一种快速'客观的脑脊液细胞计数方法#以为中枢神

经细胞疾病的诊断提供科学的依据)

.

*

(

已有少量的研究表明#

0

M

2(CO

公司生产的
e'#+,,@

尿液

分析仪对于脑脊液细胞计数结果总体上相差不大)

-#5

*

#但是这

些研究的样本量相对偏小#且未对
e'#+,,@

计数与手工计数之

间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作出评价(

e'#+,,,@

是日本
0

M

2(CO

公

司生产的较为高端的尿液分析仪#其采用红色半导体激光'核

酸荧光染色等方法计数#结合流式检测原理#可以短时间内实

现对尿液有形成分的定量分析#其性能较
e'#+,,@

有较大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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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仪器的细胞计数功能较为强大#对尿液红细胞和白细

胞的计数结果对临床疾病的诊疗具有较大帮助)

6#Y

*

(

到目前为止#对于
e'#+,,,@

能否用于脑脊液细胞计数尚

不清楚(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
e'#+,,,@

对脑脊液中的细胞

进行分析#评价其与脑脊液计数的金标准手工计数之间的一致

性#报道如下(

F

#

资料与方法

F=F

#

一般资料
#

->8

例脑脊液标本均为
.,+,

年
+

月至
.,++

年
6

月之间来本科室进行脑脊液常规检查的标本(标本来源

的病例以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急诊科居多#病种以脑部肿瘤'

脑出血'脑结核'颅脑创伤为主(所有标本从采集到检测$包括

手工计数和
e'#+,,,@

检测%的时间均未超过
$G

(

F=G

#

仪器与试剂
#

e'#+,,,@

尿液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质控品

为日本
0

M

2(CO

公司产品(在采用
e'#+,,,@

对脑脊液进行细

胞计数时#按照本室标准操作规程$

0W<

%文件对尿液细胞计数

的要求#先将标本摇匀#然后采用手工进样模式对脑脊液内的

红细胞和白细胞进行计数(

F=H

#

方法

F=H=F

#

e'#+,,,@

检测
#

在收到脑脊液标本后#将脑脊液标本

颠倒混匀
-

次#然后采用
e'#+,,,@

的手工进样模式对脑脊液

内的红细胞计数和白细胞计数进行分析(

F=H=G

#

手工计数法
#

参考1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2的规定对

脑脊液内的红细胞和白细胞进行计数)

>

*

(由两名经验丰富的

检验技师在相互不知道对方计数的情况下分别进行计数#当一

方较另一方检测结果增加或者减少超过
.,V

时#双方通过讨

论'重新计数的方式确定最终检测结果&若两名技师计数结果

之间的差异在
.,V

以内时#则取两名技师计数结果的均数作

为最终检测结果(

F=I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P

CND(NA

相关分析评价手工计数结

果与
e'#+,,,@

检测结果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7LNAJ#*LF(NA

法分析两种方法在不同浓度下的一致性(采用配对
c@LIBOBA

检验比较所有标本的手工计数与
e'#+,,,@

检测结果之间的差

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统计均在
bDN

PSP

NJ<D@2(5=,

和
0@

S

(N

P

LBF++=,

上完成#检验水准
!

g,=,5

(

G

#

结
##

果

G=F

#

e'#+,,,@

检测和手工计数法之间的相关性
#

->8

例脑脊

液标本中#有
-5,

例标本的检测结果在两名技师之间较为一

致#

$8

例标本的检测结果经过两名技师商量和重复计数后达

成一致(结果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则
e'#+,,,@

对

->8

例脑脊液中红细胞计数结果为
55=$5

$

Y=>,

#

$YY=55

%"

$

"

&

白细胞计数为
-+=.5

$

5=$5

#

+5,=,,

%"

$

"

(脑脊液手工计数红

细胞的结果为
5.=,,

$

8=,,

#

5-$=,,

%"

$

"

#白细胞计数为
.8=,,

$

8=,,

#

+-8=,,

%"

$

"

(手工计数法与
e'#+,,,@

检测在红细胞计

数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6

%#但二者在白细胞计数上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对
e'#+,,,@

检测结果与手

工计数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二者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图
+

%(

G=G

#

e'#+,,,@

检测结果和手工计数结果的一致性
#

采用

7LNAJ#*LF(NA

图对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进行分析#结果见图

.

(红 细 胞 计 数 和 白 细 胞 计 数 的 一 致 性 限 度 分 别 为

$

f+-8+=6,

#

++5-=->

%"

$

"

和$

f+8-=86

#

+56=.6

%"

$

"

(当白

细胞计数小于
+,,,

"

$

"

时#两种方法具有较高一致性&当其大

于
+,,,

"

$

"

时#

e'#+,,,@

检测结果较手工计数结果偏低(当

红细胞计数小于
+,,,,

"

$

"

时#两种方法具有较高一致性&当

其大于
+,,,,

"

$

"

时#

e'#+,,,@

检测结果较手工计数结果偏

低(进一步对红细胞计数小于
+,,,,

"

$

"

或白细胞计数小于

+,,,

"

$

"

的标本进行
7LNAJ#*LF(NA

分析#结果红细胞和白细

胞计数的一致性限度分别为 $

f-6>=YY

#

-+>=>5

%"

$

"

和

$

f8Y=,5

#

86=.-

%"

$

"

#随着细胞计数的减少#两种方法的一致

性越来越显著(

图
+

##

e'#+,,,@

检测结果与手工计数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图
.

##

e'#+,,,@

计数与手工计数之间的
7LNAJ#*LF(NA

图

H

#

讨
##

论

本研究发现#对于脑脊液红细胞和白细胞计数#手工计数

和
e'#+,,,@

检测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当白细胞或红

细胞计数均较低时$红细胞计数小于
+,,,,

"

$

"

#白细胞计数

小于
+,,,

"

$

"

%#手工计数结果与
e'#+,,,@

检测结果之间具

有良好的一致性#而细胞浓度较高时#二者相关性相对较差#

e'#+,,,@

检测结果可能较手工计数结果偏低(

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

+

%本研究样本量相

对较大$

'g->8

%&$

.

%首次分析了
e'#+,,,@

对脑脊液进行细胞

计数与手工计数结果之间的总体可比性&$

-

%不仅评价了两种

检测方法之间的相关性#更评价了二者的一致性(本研究结果

显示#手工计数结果与
e'#+,,,@

检测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相

关性#红细胞计数和白细胞计数的相关系数$

8

.

%分别为
,=>>

和
,=>8

$

!

均小于
,=,+

%(相关性的散点图虽然有助于直观展

示两种检测方法之间的相关性#但是不利于直接观察两种检测

方法的一致性#因为当其中一种方法存在系统检测误差时#造

成该法检测结果整体偏高或者偏低时#两者检测方法的相关性

可以不受影响#但此时两种检测方法已经不具备一致性)

+,

*

(

因此#笔者进一步采用了
7LNAJ#*LF(NA

法分析两种方法的一

致性#结果发现#当红细胞计数低于
+,,,,

"

$

"

或白细胞计数低

于
+,,,

"

$

"

时#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大多能够控制在一致性

限度以内(当细胞计数较高时#两种方法的一致性较差(笔者

对红细胞计数低于
+,,,,

"

$

"

或白细胞计数低于
+,,,

"

$

"

的

脑脊液标本进行
7LNAJ#*LF(NA

分析后也发现#其一致性限度

大大降低(基于这些发现#可以认为随着细胞计数的降低#两

种方法的一致性越来越显著(

总之#虽然目前对于不同脑脊液细胞计数方法之间的一致

性限度的专业标准尚无共识#但是本研究发现#若采用
e'#

+,,,@

对脑脊液红细胞和白细胞进行计数#当细胞计数较低时#

其结果与手工计数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两种方法相互代替的可

行性更大(而当细胞计数较高时#二者不具备一致性#两种方

法相互代替的可行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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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雨峰#赵克斌#杨泽华#等
=

使用尿液流式分析仪
e'#+,,,@

进行

尿液检测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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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应妩#王毓三#申子瑜
=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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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8

!

-+-#-+$=

)

+,

*萨建#刘桂芬
=

定量测量结果的一致性评价及
7LNAJ#*LF(NA

法的

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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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尿沉渣分析仪#尿干化学分析仪及光学显微镜检测

尿液红细胞#白细胞结果比较

蔡
#

瑜

"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8+

#

##

摘
#

要"目的
#

比较并分析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Y,Z7

尿干化学分析仪及光学显微镜检测尿液红细胞$

白细胞结果%方法
#

随机抽取
+85$

例患者晨尿标本!分别用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Y,Z7

干化学分析仪及光

学显微镜进行检测!比较检测结果%结果
#

以显微镜检查作为对照!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对红细胞检测的敏感度$特

异度为
>>=6V

$

>6=YV

!对白细胞检测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V

$

>Y=YV

%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Y,Z7

干化分析仪对红细胞$白细胞检测结果
ZN

PP

N

值均大于
,=8

!说明一致性很高%结论
#

将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

$.Y,Z7

干化学分析仪作为过筛试验并结合光学显微镜检查进行复检!才能快速$准确地为临床提供有效$可靠的检验结果%

关键词"红细胞计数'

#

白细胞计数'

#

尿液分析

!"#

!

+,=->8>

"

?

=@22A=+8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8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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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液分析作为临床检验的三大常规之一#为泌尿系统疾病

及相关疾病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尿沉渣检查的方法很

多#但仍存在某些难以避免的干扰因素)

+

*

(显微镜镜检虽操作

复杂费时#但对于识别尿液有形成分具有重大意义#是尿液检

查的金标准)

.

*

(为此笔者随机抽取本院
+85$

例门诊及住院

患者的尿液标本同时经
/*#$.Y,Z7

尿干化学分析仪'

*̂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以及传统的显微镜检测#并对结果

进行分析(

F

#

资料与方法

F=F

#

一般资料
#

随机收集本院
.,++

年
8

%

Y

月门诊和住院部

送检患者尿液标本
+85$

例(

F=G

#

仪器与试剂
#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长沙爱

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生产&

WL

M

(

P

K21U.+

显微镜#日本奥林

巴斯光学工业株式会社生产&宇力
%"Y,#.

型台式离心机#郑

州创宇科技有限公司&

/*#$.Y,Z7

干化学分析仪及其质控

品#桂林华通医用仪器有限公司(所用试剂'试纸条均为原装(

F=H

#

方法

F=H=F

#

标本检测
#

取
+,("

带有刻度的专用尿沉渣离心管

两支#将收集的尿液标本充分混匀后充至其刻度(一管以

+5,,D

"

(@A

离心
5(@A

后弃上清液#留下
,=.("

沉渣#用微

量吸管取混匀尿沉渣
,=,.("

滴在载玻片上#盖玻片覆盖#观

察
+,

个高倍镜视野$

9<

%

)

-

*

(另一管严格按照仪器说明书操

作#先在
*̂ [#68-1

尿沉渣分析仪上进行尿沉渣检查后#再由

有经验的检验人员对图片进行人工审核判断(剩余标本在

/*#$.Y,Z7

干化学分析仪上检测(所有标本均在
.G

内检测

完毕(

F=H=G

#

结果判定
#

干化学分析结果!隐血$

7"3

%阴性#尿白细

胞$

"CK

%阴性(正常参考范围尿沉渣镜检分析及结果参照1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2

)

.

*

#红细胞
,

%

-

个"高倍镜视野#白细胞

,

%

5

个"高倍镜视野(

*̂ [#68-1

分析仪!红细胞
,

%

8

个"微

升#白细胞
,

%

Y

个"微升(

F=I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00++=,

软件#数据用配对
,

. 检

验#

!

%

,=,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运用
ZN

PP

N

检验判断一

致性强弱#

ZN

PP

N

,

,=8

表示一致性弱#

,=8

%

ZN

PP

N

,

,=Y

表示

高度一致#

ZN

PP

N

$

,=Y

表示一致性极强(

G

#

结
##

果

G=F

#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与显微镜检查结果比较

#

以显微镜检查法作为对照#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对红细胞检出的敏感度为
>>=6V

$

-,>

"

-+,

%#特异度为
>6=YV

$

+-+5

"

+-$$

%#与显微镜检查结果符合率为
>Y=.V

&

*̂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对白细胞检出的敏感度为
>>=8V

$

$$-

"

$$5

%#特异度为
>Y=YV

$

++>5

"

+.,>

%#与显微镜检查符

合率为
>>=,V

&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与显微镜检

查红细胞'白细胞的
ZN

PP

N

值分别为
,=>$.

'

,=>68

#说明这两

种方法一致性极强(见表
+

%

.

(

G=G

#

*̂ [#68-1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与
/*#$.Y,Z7

干化学

分析仪检测结果比较
#

两种仪器检测红细胞'白细胞的
ZN

PP

N

值分别为
,=6+

和
,=Y6

#说明这两种仪器高度一致#见表
-

%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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