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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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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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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斑点杂交技术对
''%!

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

进行
R)Y

分型检测#共检出
R)Y

感染者
&'=

例#感染率为

!%#<$P

#与文献报道的感染率
!(P

!

=(P

相比#处于中等水

平'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
!$

种最常见
R)Y

亚型依

次为!

!&

(

!%

(

=$

(

'!

(

''

(

$"

(

$%

(

'$

(

$8

(

$&

(

'8

(

$!

(

<'

(

&%

(

&&

型'

除
!&

(

!%

型外#

=$

型在非洲(欧洲(南亚及北美地区居第
'

位#

'!

型在南美洲居第
'

位)

"

*

'在中国大陆地区#排在前
=

位的

依次是!

!&

(

!%

(

$%

(

$"

型)

'

*

#但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雷金

菊)

=

*报道佛山市感染率排在前
=

位的依次是
$"

(

!&

(

$%

(

$&

型#

高宇琳)

$

*报道东莞市为
!&

(

$"

(

$!

(

$'

型#唐玉芬等)

&

*报道茂名

市为
!&

(

$"

(

$%

(

$&

型#王玉欢等)

<

*报道甘肃地区为
!&

(

$%

(

$"

(

!%

型#李晓娇等)

%

*报道上海奉贤地区为
$"

(

!&

(

$%

(

$'

型#夏吉

荣等)

8

*报道重庆地区为
!&

(

$%

(

$"

(

''

型'

!&

(

$"

型作为主要

亚型#研究报道比较一致#另外
"

种主要亚型在不同地区有所

不同'本研究结果显示宣城地区女性
R)Y

感染率排在前
=

位的依次是
$"

(

!&

(

$%

(

''

型#除
!&

(

$"

型外#

$%

(

''

型也是本

地区
R)Y

感染的主要亚型#而
!%

型在本地区感染率相对较

低#仅
"#8%P

'由此可见#

R)Y

感染的主要亚型存在明显地

域差异#因此在宫颈癌防治工作中#明确不同地区
R)Y

感染

的亚型分布特征很有必要'

本研究中#

R)Y

单一感染率为
<$#$$P

#多重感染率为

"=#=$P

'多重感染以二重感染较为多见#五重及以上感染较

少#这可能与
R)Y

亚型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和抑制性有关'

关于多重感染与单一感染相比是否增加了宫颈病变的风险#尚

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多数学者认为多重感染导

致持续感染的风险更大#因此对于多重感染应给予高度重视'

本研究中#

"!

!#

=!

岁受检女性
R)Y

感染率相对较高#

这与该年龄组女性处于性活跃期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

"!

岁以下女性
R)Y

感染率较低#

"!

!#

'!

岁女性
R)Y

感染率

最高#此后随年龄增长
R)Y

感染率呈下降趋势'

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的过程#

病变过程可存在多年#使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早发现成为可

能#如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

和病死率'

R)Y

基因检测可用于宫颈癌筛查#尤其是有利于

检出具有潜在发病风险的女性'目前#

R)Y

检测方法主要包

括杂交法和基因芯片法等'杂交法能检出
R)Y

感染#但分型

能力较弱#基因芯片法可对
R)Y

进行准确分型#具有高通量(

高灵敏度(高特异度等优点#适用于大规模的宫颈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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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自动化尿液分析仪与显微镜检测尿液有形成分的对比分析

徐
!

锋!郭俊英!陈德东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医院福建省肿瘤医院检验科!福建福州
'$((!=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分析自动化尿液分析仪与显微镜检测尿液有形成分结果的差异!寻找尿液有形成分显微镜筛选的方法%

方法
!

选取
$'(

份门诊和住院患者的尿液标本!分别采用
5W,="%(

尿干化仪"以下简称)

5W,="%(

*$&

g̀ ,!(((2

尿沉渣仪"以下简

称)

g̀ ,!(((2

*$及计数板对尿液有形成分进行检测并进行比较%结果
!

!<"

份
"

种仪器法检测均为阴性!

g̀ ,!(((2

检测红细胞&

白细胞&管型与镜检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

$#

g̀ ,!(((2

检测红细胞&白细胞&管型为阴性而
5W,="%(

检测红细胞&白细

胞&管型为阳性时!

g̀ ,!(((2

与镜检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

5W,="%(

检测红细胞&白细胞&管型为阴性而
g̀ ,!(((2

检

测红细胞&白细胞&管型为阳性时!

g̀ ,!(((2

与镜检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结论
!

5W,="%(

和
g̀ ,!(((2

尿液分析仪

检测结果不相符时!需按照相应的显微镜筛选方法进行镜检!保证结果的可靠%

关键词"尿沉渣分析仪#

!

尿干化学分析仪#

!

尿液有形成分#

!

尿沉渣镜检

!"#

!

!(#'8&8

"

9

#2::;#!&<',=!'(#"(!$#!'#($$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

"

"(!$

$

!',!8"%,('

!!

尿常规分析是目前检查泌尿系统必不可少的检测项目)

!

*

'

随着尿液自动化检测技术的不断提高#尿常规分析的指标也有

多种#如干化学指标(有形成分指标等)

"

*

'由于尿液标本的留

尿时间和方式的不同对结果影响较大#而且自动化尿液仪器有

一定的方法学局限性#因此#对于与临床不符的结果有必要镜

检复查)

'

*

'本研究对
5W,="%(

尿干化仪$以下简称.

5W,

="%(

/&(

g̀ ,!(((2

尿沉渣仪$以下简称.

g̀ ,!(((2

/&及镜检结

果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5W,="%(

(

g̀ ,!(((2

及相关试剂#配套校准

物(质控品均由希施美康公司提供#

1/

H

3

B

F:

光学显微镜(尿沉

渣计数板'

?#@

!

标本来源
!

"(!'

年
$

!

&

月福建省肿瘤医院门诊和住院

患者尿液常规标本
$'(

份'

?#A

!

方法

?#A#?

!

仪器法
!

取
"(3T

混匀的尿液标本#分别采用
5W,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DXT.L7@G

!

XF/

H

"(!$

!

Y?/#'&

!

0?#!'



="%(

(

g̀ ,!(((2

检测#同时进行质控品检测#质控均在控'

?#A#@

!

镜检法
!

取尿液标本
'3T

#

!$((C

"

32;

离心
$32;

#

弃上清液#留取沉渣
"((

"

T

#混匀后吸
!$

"

T

滴入计数板计

数'先用低倍镜$

!(Z!(

&观察全片#再用高倍镜$

!(Z=(

&观

察#细胞计数
!(

个高倍视野#管型计数
"(

个低倍视野'每份

标本均由
"

位有经验的专业检验师采用双盲检测#结果取均

值#镜检包括红细胞(白细胞(管型计数#均在
"E

内完成检测'

?#B

!

判断标准
!

g̀ ,!(((2

的正常值!红细胞为
(

!

"$

"

"

T

#白

细胞为
(

!

!$

"

"

T

#管型为
(

!

"

"

"

T

#大于正常值为阳性'镜检

结果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标准!红细胞大于
'

个"高

倍镜#白细胞大于
$

个"高倍镜#管型大于
!

个"低倍镜作为阳

性判断标准)

=

*

'以
5W,="%(

检测结果为准#比较
g̀ ,!(((2

与

镜检法检测结果'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C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仪器检测均为阴性时
g̀ ,!(((2

与镜检法比较
!

g̀ ,

!(((2

与
5W,="%("

种仪器法对红细胞(白细胞(管型的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

份#全部进行镜检#镜检红细胞(白细胞(管型

阴性标本数分别为
!<!

$

88#=P

&(

!<!

$

88#=P

&(

!&$

$

8$#8P

&#

g̀ ,!(((2

与镜检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

&'

@#@

!

g̀ ,!(((2

检测阴性而
5W,="%(

阳性时
g̀ ,!(((2

与镜检

法比较

@#@#?

!

g̀ ,!(((2

与镜检法对红细胞检测结果比较
!

g̀ ,

!(((2

检测红细胞结果为阴性#而
5W,="%(

检测结果为阳性共

%=

份#均进行镜检#镜检阳性
$

份$

$#8$P

&#比较镜检与
g̀ ,

!(((2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见表
!

'

表
!

!!

g̀ ,!(((2

与镜检法对红细胞检测结果比较(

$

#

P

$)

5W,="%( $

镜检阳性
g̀ ,!(((2

阳性

^ =" (

$

(#(

&

(

$

(#(

&

a! '= =

$

!!#<

&

(

$

(#(

&

"

a"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C

#

(#($

#与镜检阳性结果比较'

@#@#@

!

g̀ ,!(((2

与镜检法对尿白细胞检测结果比较
!

g̀ ,

!(((2

检测白细胞结果为阴性#而
5W,="%(

检测结果为阳性共

=%

份#均进行镜检#镜检阳性
&

份$

!"#$P

&#比较镜检与
g̀ ,

!(((2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见表
"

'

表
"

!!

g̀ ,!(((2

与镜检法对白细胞检测结果比较(

$

#

P

$)

5W,="%( $

镜检阳性
g̀ ,!(((2

阳性

"$

"

"

T '' '

$

8#!

&

(

$

(#(

&

"

<$

"

"

T < !

$

!=#"

&

(

$

(#(

&

"

"$(

"

"

T % "

$

"$#(

&

(

$

(#(

&

!!

"

!

C

#

(#($

#与镜检阳性结果比较'

表
'

!!

g̀ ,!(((2

与镜检法对管型检测结果比较(

$

#

P

$)

5W,="%( $

镜检阳性
g̀ ,!(((2

阳性

^ %8 !<

$

!8#!

&

(

$

(#(

&

"

a! =$ !&

$

'$#$

&

(

$

(#(

&

"

a"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C

#

(#($

#与镜检阳性结果比较'

@#@#A

!

g̀ ,!(((2

与镜检法对尿管型检测结果比较
!

g̀ ,

!(((2

检测管型结果为阴性#而
5W,="%(

检测结果为阳性共

!$!

份#均进行镜检#镜检阳性
==

份$

"8#!P

&#比较镜检与

g̀ ,!(((2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见表
'

'

@#A

!

5W,="%(

检测阴性而
g̀ ,!(((2

阳性时
g̀ ,!(((2

与镜检

法比较
!

5W,="%(

检测红细胞(白细胞及管型结果为阴性#而

g̀ ,!(((2

检测结果为阳性分别为
'!

(

=!

(

'

份#比较镜检与

g̀ ,!(((2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见表
=

'

表
=

!!

5W,="%(

检测结果阴性而
g̀ ,!(((2

阳性时

!!

g̀ ,!(((2

与镜检法比较(

$

#

P

$)

5W,="%( g̀ ,!(((2

阳性 镜检阳性

红细胞$

_

&

'!

$

!((

&

"

=

$

!"#8

&

白细胞$

_

&

=!

$

!((

&

"

!'

$

'!#<

&

管型$

_

&

'

$

!((

&

(

$

(#(

&

!!

"

!

C

#

(#($

#与镜检阳性结果比较'

A

!

讨
!!

论

!!

5W,="%(

采用理化反应原理对尿红细胞(白细胞及管型进

行定性检测#

g̀ ,!(((2

采用半导体激光流式细胞和核酸荧光

染色技术#对有形成分特异性荧光染色#根据散射光和荧光的

强弱对不同性质有形成分进行分类计数'

"

种仪器原理不同#

检测结果不一致#有必要对异常结果进行显微镜复检)

$

*

'本文

希望找到一个尿沉渣镜检的可行标准#即只要
"

种仪器均为阴

性#可不做镜检#而结果不符需进行规范化的镜检#最大程度降

低假阳性和假阴性的产生'

5W,="%(

红细胞结果为阳性#而
g̀ ,!(((2

为阴性#可能是

尿液中强氧化性的物质与血红蛋白的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假阳

性'

5W,="%(

检测红细胞弱阳性时#

="

份镜检与
g̀ ,!(((2

检

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

&#可不镜检'而当
5W,

="%(

检测红细胞结果.

a!

/及以上时#

"

种沉渣方法结果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C

#

(#($

&#可认为
"

种仪器法红细胞结果不一

致#只要
5W,="%(

红细胞结果大于
a!

#均要镜检'在本研究

中发现#

5W,="%(

检测红细胞结果阳性时#镜检与
g̀ ,!(((2

结

果不一致#镜检
$

份阳性标本中#镜下红细胞均为破碎红细胞#

g̀ ,!(((2

无法识别'

g̀ ,!(((2

红细胞为阳性而
5W,="%(

阴

性时#多数是尿液中体积大小与红细胞相似的结晶造成#少数

如真菌(上皮细胞(黏液丝等影响)

&

*

'

5W,="%(

白细胞结果为阳性#而
g̀ ,!(((2

为阴性#经镜检

确认有
&

份#可能是尿液在尿道存留时间较长#造成白细胞破

坏'而
g̀ ,!(((2

白细胞结果为阳性#

5W,="%(

为阴性时#大部

分是由于尿液以单个核细胞为主#而干化学主要是针对中性粒

细胞的酯酶反应#因此出现假阴性结果'如果出现
5W,="%(

白细胞大于
"$

"

"

T

#无论
g̀ ,!(((2

检测白细胞结果如何#均要

镜检'

5W,="%(

管型阳性#而
g̀ ,!(((2

为阴性#可能是尿液的理

化性质如比重(

B

R

及渗透压导致管型被破坏#形成假阴性)

<

*

'

故如果
5W,="%(

结果弱阳性以上#无论
g̀ ,!(((2

管型结果如

何#均要镜检#且镜检可病理分型'

5W,="%(

管型为阴性#可以

不做镜检#但对泌尿系统疾病的人群#仍需要镜检#保证不

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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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大庆地区泌尿生殖道标本支原体感染状况及耐药性分析

刘
!

敏!常
!

纪!董秀鹏

"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总医院检验科!黑龙江大庆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泌尿生殖道标本支原体的感染状况并进行耐药性分析!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

对
"(!=

年
!

!

!"

月
!"="

份泌尿生殖道标本进行支原体培养及药物敏感试验!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

份标本中支原体感染
&&!

份!阳性率为
$'#"P

!其中单独
gF

阳性
=%&

份"

'8#!P

$!单独
7E

阳性
<!

份"

$#<P

$!混合阳性"

gFa7E

$

!(=

份"

%#=P

$%女性

检出率"

$%#!P

$高于男性"

=&#'P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支原体感染患者对交沙霉素&盐酸米诺环素&强力霉素较敏

感!对罗红霉素&环丙沙星敏感率低%结论
!

支原体已成为泌尿生殖道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对半合成四环素的敏感率最高!对大环

内酯类抗菌药物敏感率低!应根据抗菌药物药敏试验结果进行临床治疗%

关键词"泌尿生殖道#

!

解脲脲原体#

!

人型支原体#

!

耐药性

!"#

!

!(#'8&8

"

9

#2::;#!&<',=!'(#"(!$#!'#($&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

"

"(!$

$

!',!8'(,("

!!

解脲脲原体$

gF

&和人型支原体$

7E

&是引起人体非淋菌

性尿道炎和宫颈炎的常见病原体#与人体不孕不育关系密切'

gF

和
7E

可引起女性非淋菌性尿道炎(绒毛膜羊膜炎(子宫内

膜炎(自然流产(早产(低体质量新生儿及新生儿肺炎(血流感

染(脑膜炎等#并可引起习惯性流产(产后热及导致不孕不育

等)

!,"

*

%与男性的前列腺炎(尿道炎(精囊炎和附睾炎关系密切#

是造成男性不育症的重要致病因素'为了解大庆地区泌尿生

殖道的支原体感染情况及支原体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

性#现对
"(!=

年
!

!

!"

月在大庆油田总医院就诊的患者进行

支原体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所有标本来自
"(!=

年
!

!

!"

月在大庆油田

总医院就诊并进行支原体检测的
!"="

例患者#男
$!&

例#女

<"&

例#均为初诊患者'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男性患者先对尿道口进行消毒#然后自行

挤压阴茎数次之后#用无菌男用棉拭子蘸取少许的无菌生理盐

水轻轻插入患者尿道口约
!

!

"#$J3

处#

'&(h

轻轻旋转
'

!

$

次获取分泌物#将取样后的棉拭子插入专用无菌试管中#盖紧

管盖立即送检'女性患者采集时常规对外阴进行消毒#先用阴

道窥器暴露阴道及宫颈#用已消毒的棉球擦去宫颈口的黏液#

另取无菌小棉拭子蘸取少许的无菌生理盐水插入患者宫颈口

!

!

"J3

处#

'&(h

轻轻旋转
'

!

$

圈停留片刻后取出#放入配套

的无菌容器#盖紧管盖立即送检'

?#@#@

!

检测方法
!

支原体分离培养药敏试剂盒由珠海银科医

学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操作时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

行'用无菌吸头吸取
!((

"

T

对照液加入阴性对照孔#再将采

集的标本拭子插入培养瓶#在靠近液面上方的瓶壁处挤压数

次#使拭子中标本渗入培养瓶中%充分混匀接种标本的培养基#

分别取
!((

"

T

含有标本的培养基加入检测盒的各个孔中$除

阴性对照孔&'各孔滴加
"

滴无菌矿物油#盖好检测盒盖#置于

'$

!

'<[

孵育箱中培养#在
"=

(

=%E

分别观察并记录结果'结

果判读标准!黄色或者橙黄色者为阴性%清澈透明红色者为阳

性%混浊红色者判为污染'

gF

孔阳性判定检出
gF

#

7E

孔阳

性判定检出
7E

'同时观察药敏结果#有强力霉素(盐酸米诺

环素(交沙霉素(阿齐霉素(克拉霉素(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司

帕沙星(罗红霉素(奇霉素
!(

种抗菌药物#每种抗菌药物对应

高(低浓度
"

个药敏孔#共计
"(

个药敏孔'

=%E

后高(低
"

个

浓度的药敏孔均仍为黄色者即为敏感#仅低浓度药敏孔变为红

色判为中敏#高(低浓度孔均变红色判为耐药'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

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男女患者标本阳性率比较

采用
$

" 检验#

C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bR1,

0U>$#&

软件分析药敏检测结果'

@

!

结
!!

果

@#?

!

标本来源构成
!

!"="

份标本主要来源于生殖门诊#占

&"#$P

$

<<&

"

!"="

&#其次为妇科门诊
!<#&P

$

"!%

""

!"="

&#中

医门诊
!(#<P

$

!''

"

!"="

&#皮肤科门诊
$#8P

$

<'

"

!"="

&#泌

尿外科门诊
'#=P

$

="

"

!"="

&'

@#@

!

支原体阳性检出率
!

在
!"="

份送检标本中#支原体培

养阳性
&&!

份#总阳性率为
$'#"P

#其中单独
gF

阳性标本
=%&

份#检出率为
'8#!P

%单独
7E

阳性标本
<!

份#检出率为

$#<P

%混合阳性$

gFa7E

&标本
!(=

份#检出率为
%#=P

'

$!&

例男性患者标本中支原体培养阳性
"'8

份#检出率为
=&#'P

'

<"&

例女性患者标本中支原体培养阳性
=""

份#检出率为

$%#!P

'女性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患者标本支原体感染情况(

$

#

P

$)

性别
$ gF 7E gFa7E

总感染率

女性
<"& '!!

$

="#%

&

=$

$

&#"

&

&&

$

8#!

&

=""

$

$%#!

&

男性
$!& !<$

$

''#8

&

"&

$

$#(

&

'%

$

<#=

&

"'8

$

=&#'

&

合计
!"=" =%&

$

'8#!

&

<!

$

$#<

&

!(=

$

%#=

&

&&!

$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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