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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及尿液干化学联合检测在泌尿系统感染快速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刘春燕!马小龙!张晓阳#

"昆明理工大学附属普洱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云南普洱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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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尿沉渣及尿液干化学联合检测在泌尿系统感染快速诊断中的作用&方法
!

收集尿培养阳性及阴性标本

各
6-

份!同时进行尿沉渣细菌计数'尿液干化学白细胞计数及亚硝酸盐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尿沉渣细菌计

数'尿液干化学白细胞计数及亚硝酸盐检测结果与尿培养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6+0[

'

3'+0[

及
16+0[

!

*

项指标全部阳性符合率

为
'--+-[

#与尿培养阴性符合率分别为
0'+0[

'

1'+0[

'

3,+-[

!

*

项指标全部阴性符合率为
36+0[

&结论
!

泌尿系统感染可以

通过尿沉渣及尿液干化学联合检测进行快速诊断&

关键词#尿培养#

!

尿沉渣细菌计数#

!

尿液干化学

!"#

!

'-+*363

"

7

+899:+'60*&1'*-+)-',+))+-1'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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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系统感染是泌尿系统的常见疾病之一#尿液细菌培养

是诊断泌尿系统感染的金标准#但从标本采集到报告发出至少

需要
*4

'由于患者留取尿液标本不合格等不确定因素#常造

成尿液细菌培养呈假阳性或假阴性)

'

*

'因此#需要一种快速(

准确(易行的替代方法来缩短泌尿系统感染的诊断时间#达到

快速诊断的目的'本研究应用尿沉渣细菌计数(尿液干化学白

细胞计数及亚硝酸盐
*

项指标联合检测#并与尿液细菌培养结

果进行比较#探讨尿沉渣及尿液干化学联合检测在泌尿系统感

染快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C

!

材料与方法

C+C

!

标本来源
!

按照细菌中段尿培养要求#采集
)-'1

年
'

%

''

月在本院就诊患者尿液标本#每例患者同时采集
)

份尿样#

一份用于尿液细菌培养#另一份用于尿沉渣及尿液干化学检

测#标本采集后
)B

内完成沉渣及尿液干化学检测'根据尿液

细菌培养结果随机选取细菌培养阳性及阴性标本各
6-

例标本

作为研究对象'

C+D

!

仪器与试剂
!

尿液细菌培养检测仪器为法国生物梅里埃

VX;XS&)N<J

D

A$?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尿沉渣检测仪器

为
O

L

9J>C P̂&'---8

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尿液干化学检

测仪器为
"EIEA

L

"R&1-*-

全自动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本试验

所用试剂(校准品及质控品均为原厂配套产品'所有试剂(校

准品及质控品均在有效期内使用'试验期间#所有检验项目室

内质控均在控'

C+E

!

检测方法
!

尿液细菌培养按照细菌培养标准操作程序进

行#细菌培养阳性判断标准为!革兰阳性菌生长且菌落计数大

于或等于
'-

1

$FH

"

J#

#或革兰阴性菌生长且菌落计数大于或等

于
'-

,

$FH

"

J#

%反之#判定为阴性'尿沉渣细菌计数及尿液干

化学检测按照仪器说明书及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测定结果

阳性判断标准分别为!尿沉渣细菌计数大于或等于
'--

个"微

升#尿液白细胞大于或等于
'-

个"微升#尿液亚硝酸盐呈阳性

反应%反之#判定为阴性'以尿液细菌培养结果为标准#计算尿

沉渣细菌计数及尿液干化学检测结果的符合率'

C+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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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

份尿液细菌培养标本尿沉渣细菌计数(尿液干化学白

细胞计数及亚硝酸盐
*

项检测单项检测结果显示#尿沉渣细菌

计数阳性共
,)

份#阴性共
1*

份#符合率分别为阳性
(6+0[

#

阴性
0'+0[

#平均为
03+)[

%白细胞计数阳性共
,,

份#阴性共

),

份#符合率分别为阳性
3'+0[

#阴性
1'+0[

#平均为

66+0[

%亚硝酸盐检测阳性共
)(

份#阴性共
,0

份#符合率分别

为阳性
16+0[

#阴性
3,[

#平均为
0-+([

'单项检测灵敏度最

高的为白细胞计数#准确度最高的为亚硝酸盐检测#与细菌培

养符合率最高的为尿沉渣细菌计数'

*

项全部阳性共
)(

份与

细菌培养阳性符合率为
'--+-[

#全部阴性共
),

份与细菌培

养阴性符合率为
36+0[

#准确度为
3(+1[

#灵敏度为
11+)[

'

见表
'

'

表
'

!!

尿液细菌培养结果与
*

种检测指标

!!!

的结果比较(

.

$

[

%)

细菌培养
.

尿沉渣细

菌计数
白细胞 亚硝酸盐

*

项全阳
*

项全阴

细菌培养阳性
6- ,)

$

(6+0

&

,,

$

3'+0

&

)(

$

16+0

&

)(

$

'--+-

&

]

细菌培养阴性
6- 1*

$

0'+0

&

),

$

1'+0

&

,0

$

3,+-

&

] ),

$

36+0

&

合计
')-3,

$

03+)

&

(-

$

66+0

&

(,

$

0-+(

&

,*

$

3(+1

&

]

!!

]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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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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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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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L

9J>C P̂&'---8

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应用流式细

胞术$

PN.

&计数原理#获取前向散射光及前向荧光强度参数

分别对细胞及细菌进行分类计数#可快速测出尿液中细菌数量

)

)&*

*

'尿沉渣检测与尿液干化学白细胞计数及亚硝酸盐进行联

合检测具有协同互补作用#在泌尿系统感染的快速筛选及准确

诊断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临床实用价值)

1

*

'

本研究显示#阳性单项符合率最高的是尿液干化学白细胞

计数#符合率为
3'+0[

%阴性单项符合率最高的是尿干化学亚

硝酸盐#符合率为
3,+-[

%单项阳性加阴性总符合率最高的是

尿沉渣细菌计数#符合率为
03+)[

'

*

项指标各有优势#相互

弥补'综合来看#

*

项指标全部阳性与细菌培养阳性符合率为

'--+-[

#

*

项指标全部阴性与细菌培养阴性符合率为
36+0[

#

总符合率为
3(+1[

#明显优于其他单项检测指标的总符合率'

尿液细菌培养结果显示#

6-

例细菌培养阳性标本中
*

项

全阳均为肠杆菌属#据此可以大致指导临床用药方向'

*

项指

标全部阴性与细菌培养阴性符合率为
36+0[

#在
6-

例细菌培

养阴性标本中唯有
)

例为酵母样真菌#其
*

项指标全部为阴

性'因此#泌尿系统感染可以通过尿沉渣及尿液干化学联合检

测进行快速诊断)

,&(

*

'尿沉渣细菌计数(尿液干化学白细胞计

数及亚硝酸盐检测
*

项指标全部阳性可初步诊断泌尿系统感

染#

*

项指标全部阴性可初步排除真菌以外细菌感染'

综上所述#应用尿沉渣细菌计数(尿液干化学白细胞计数

及亚硝酸盐
*

项指标联合检测#操作简便(快捷#灵敏度及准确

度较高'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为泌尿系统感染的及时诊断提供

可靠的综合检测结果#达到快速初诊断疾病的目的#对临床用

药提供早期指导)

3

*

#可以作为泌尿系统感染的首选检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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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检测系统测定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亚基的比对分析和偏倚评估

马
!

梅!成
!

玲!王秀清!卓碧敏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检验科!福建福州
*,---'

$

!!

摘
!

要#目的
!

对该院雅培
%)---

免疫分析仪和韩国
8&Ǹ c2."

;.

c>A4>E

免疫荧光分析仪检测血浆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亚基"

$

&̀ N_

$的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和偏倚评估!探讨不同检测系统间
$

&̀ N_

测定结果是否有可比性&方法
!

因在孕妇血
$

&

Ǹ_

浓度范围很宽!分为
'---Ĵ

%

J#

及以下和
'---Ĵ

%

J#

以上
)

个范围分别进行比对&按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委

员会"

UNN#O

$制定的
X/3&")

文件要求!在
)

个浓度范围内每天均至少收集
1

份新鲜血浆!共
(

份标本!分别用
)

个检测系统测

定
$

&̀ N_

!连续至少测定
,4

&每份标本均按正反序重复测定!记录测定结果!检测离群值!按
'---Ĵ

%

J#

以内和以上分别计

算直线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根据直线回归方程计算
$

&̀ N_

在各不同水平处的预期偏差!并判断其是否可以接受&结果
!

在

'---Ĵ

%

J#

及以下和
'---Ĵ

%

J#

以上
)

种浓度范围内
)

个检测系统上
$

&̀ N_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336

和
-+331

!在各浓

度水平处的预期偏差均在可接受范围内&结论
!

)

个检测系统测定
$

&̀ N_

的结果具有可比性&

关键词#比对#

!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亚基#

!

偏倚评估

!"#

!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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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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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6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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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医院不同科室间或者检验科内部常出现用
)

种或
)

种以上检测系统测定同一检测项目的情况'不同检测系统由

于检测原理或配置的不同#常会导致同一检测项目的结果不完

全一致)

'&)

*

'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一致性#通常需要进行方法

学比对和偏倚评估'本研究按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委

员会$

UNN#O

&制定的
X/3&")

文件要求)

*

*

#对本院检验科雅培

%)---

免疫分析仪和韩国
8&Ǹ c2."

;.

c>A4>E

免疫荧光分析

仪检测血浆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亚基$

$

&̀ N_

&的结果进行

比对分析和偏倚评估'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C

!

材料与方法

C+C

!

标本来源
!

考虑到孕妇血中
$

&̀ N_

浓度范围非常宽#为

了尽可能的将其浓度范围内均匀覆盖#本研究将标本分为

'---Ĵ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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