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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白细胞检查和尿路感染诊断与尿细菌培养的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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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院尿白细胞"

YVO

$检查和尿路感染诊断与尿细菌培养的符合率%方法
!

留置尿管收集患者尿液进行

细菌培养鉴定!同时取患者晨尿进行尿沉渣
YVO

镜检!结合病历调查尿
YVO

检查和尿路感染诊断与尿细菌培养的符合率%结

果
!

革兰阴性菌为
++#!*

!革兰阳性菌为
''#)*

%尿
YVO

阳性与病原菌阳性的总符合率为
,)#)*

!其中革兰阴性菌感染者为

)(#%*

!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的
(+#%*

"

!

$

%#%&

$%尿路感染诊断与病原菌阳性的总符合率为
)+#%*

!其中革兰阴性菌感染者为

),#'*

!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的
)!#+*

"

!

$

%#%&

$%结论
!

尿
YVO

阳性和尿路感染诊断与尿液培养病原菌阳性的符合率均比较

高!又以革兰阴性菌感染者更为符合!革兰阳性菌感染者符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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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诊断尿路感染主要依靠尿液细菌学#如中段尿细菌

量大于或等于
!%

&

ACD

"

BM

#就被诊断为尿路感染)

!

*

'尿路感染

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病原菌常在患者机体免疫力下降时侵

入泌尿系统引起原发或继发感染#也有一些患者由于接受泌尿

系统器械检查等侵袭性操作而擦伤黏膜#破坏机体的自然防御

机制#致使尿路感染)

"

*

'笔者为了解本院尿白细胞$

YVO

&检

查和尿路感染诊断与尿细菌培养的符合率#故在这方面作了调

查分析#旨在为临床诊治尿路感染提供实验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住院患者

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这些患者基础疾病

既包括内科疾病#又包括外科疾病#如尿路感染(肾炎(糖尿病(

高血压(肺炎(肺癌(骨折(骨质疏松(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

医生对尿路感染的临床诊断主要依据+实用肾脏病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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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方法

@#A#@

!

尿液培养
!

标本采集采用无菌技术#用注射器经导尿

管抽取尿液#将收集到的尿液标本充分混匀#用定量接种环取

尿液
!

%

M

接种于
&*

的羊血琼脂和麦康凯琼脂#对导尿(已使

用抗菌药物治疗患者#采用
!%

%

M

尿液接种量#

'&

!

'(N

培养

!,

!

"$=

#采用
SP3HZ"O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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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细菌鉴定仪进行细

菌鉴定'尿液培养结果判断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的标准进行)

$

*

#即按照操作规程定量尿液培养判断方法进

行培养结果判读!$

!

&革兰阳性菌大于
!%

$

ACD

"

BM

#革兰阴性菌

大于
!%

&

ACD

"

BM

#定义为培养阳性#并进行药敏试验%$

"

&培养

生长
'

种或
'

种以上菌为污染%$

'

&无细菌生长或低于
!%

$

ACD

"

BM

时即为阴性'

@#A#A

!

尿常规检查
!

患者入院后
"$=

内留取晨尿$清晨第一

次尿&送检#使用
]&%%

尿分析仪检测患者的尿
!%

项#同时使

用显微镜进行同一标本的尿沉渣镜检以确诊'尿沉渣中的

YVO

镜检按尿显微镜分析报告方式定性与视野平均值结果对

应关系表确定阴性和阳性等级$

L

(

!_

(

"_

(

'_

(

$_

&

)

&

*

'在

日常检测中#每隔一天用广东省临床检验中心提供的质控品对

这些指标进行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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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IKK"!#%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L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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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结
!!

果

A#@

!

尿液培养病原菌阳性率
!

"'%$

份标本共分离出
$&$

株

细菌#总阳性率为
!)#(*

'

A#A

!

尿液培养菌种分布及与尿
YVO

阳性和尿路感染诊断的

符合率比较
!

分离出革兰阴性菌的构成比为
++#!*

#远高于

革兰阳性菌的
''#)*

%在尿液培养病原菌阳性病例中#尿

YVO

检出阳性共
$%,

例#与病原菌阳性的总符合率为
,)#)*

$

$%,

"

$&$

&#其中革兰阴性菌感染者为
)(#%*

#明显高于革兰

阳性菌的
(+#%*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临

床上在尿液培养病原菌阳性病例中诊断为尿路感染共
$'+

例#

其诊断与病原菌阳性的总符合率为
)+#%*

$

$'+

"

$&$

&#其中革

兰阴性菌感染者为
),#'*

#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的
)!#+*

#两

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葡萄球菌的符合率仅

为
("#&*

#明显低于肠球菌和假丝酵母菌$

!

$

%#%&

&'见表
!

'

表
!

!!

尿液培养菌种分布及与尿
YVO

阳性和尿路感染诊断符合率比较

菌种
菌种分布

分离株$

&

& 构成比$

*

&

YVO

&

!_

分离株$

&

& 构成比$

*

&

尿路感染

分离株$

&

& 构成比$

*

&

革兰阳性菌
!&$ ''#) !!( (+#% !$! )!#+

!

肠球菌
++ !$#+ &% (+#% +& ),#&

!

假丝酵母菌
$, !%#& '& ("#" $( )(#)

!

葡萄球菌
$% ,#, '" ,%#% ") ("#&

(

革兰阴性菌
'%% ++#! ")! )(#%

"

")& ),#'

"

!

大肠埃希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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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尿液培养菌种分布及与尿
YVO

阳性和尿路感染诊断符合率比较

菌种
菌种分布

分离株$

&

& 构成比$

*

&

YVO

&

!_

分离株$

&

& 构成比$

*

&

尿路感染

分离株$

&

& 构成比$

*

&

!

奇异变形杆菌
'& (#+ '" )"#' '&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 "+ !%%#%

其他菌
&+ !"#' &' )&#" &+ !%%#%

!!

注!与革兰阳性菌比较#

"

!

$

%#%&

%与肠球菌和假丝酵母菌比较#

(

!

$

%#%&

'

A#B

!

尿液培养病原菌阴性者尿
YVO

阳性检出率
!

尿液培养

病原菌阴性共
!,&%

例#而尿镜检
YVO

&

!_

共
"))

例#检出率

为
!+#"*

#临床上对这些病例未作出尿路感染诊断'

B

!

讨
!!

论

!!

尿道感染并非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系列临床的综合

征#可以有不同的发病机制#但其共同点是微生物存在于尿道

中伴有急性炎性反应'尿路感染典型的临床表现为尿频(尿

急(尿痛(排尿困难等膀胱刺激征及发热(耻骨上压痛等#严重

者可发生菌血症和急(慢性肾功能不全)

+

*

'医院感染中#尿路

感染仅次于呼吸道感染#占医院感染的第二位)

(

*

'本研究结果

显示#

"'%$

份标本共分离出
$&$

株细菌#总阳性率为
!)#(*

#

这与蔡珂丹等)

,

*在尿路感染患者
!&,"

份尿标本中检出
&$)

株病原菌的结果相差较大#可能是标本取材和培养方法不同所

致'本研究中革兰阴性菌的构成比为
++#!*

#革兰阳性菌为

''#)*

%其中革兰阴性菌又以大肠埃希菌为主#构成比为

$%#$*

#该结果与夏厚才等)

)

*报道的基本一致'尿
YVO

检出

阳性与病原菌阳性总符合率为
,)#)*

#其中革兰阴性菌感染

者为
)(#%*

#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的
(+#%*

$

!

$

%#%&

&#揭示

尿液培养病原菌阳性者尿
YVO

不一定全是阳性#特别是革兰

阳性菌感染者有相当一部分人尿
YVO

呈阴性'尿路感染诊

断与病原菌阳性的总符合率为
)+#%*

#其中革兰阴性菌感染

者为
),#'*

#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的
)!#+*

#$

!

$

%#%&

&%提示

即使某些患者尿液培养病原菌阳性#但不一定出现尿路感染症

状#这又因为葡萄球菌的符合率仅为
("#&*

#其中凝固酶阴性

葡萄球菌#特别是表皮葡萄球菌通常不致病'结果提示临床上

诊断为尿路感染者有小部分人#特别是革兰阳性菌感染者有小

部分人尿镜检为
YVO

阴性#笔者认为可能是临床医生诊断有

误#因为尿沉渣镜检应是尿有形成分检查的金标准#这一小部

分人可能并无尿路感染'

在本研究结果中#

!,&%

例尿液培养病原菌阴性#而尿镜检

YVO

&

!_

共
"))

例#阳性检出率为
!+#"*

#这可能与留置导

尿造成尿道黏膜损伤等有关#这样的白细胞尿可能没有意义#

该结果比较符合+临床微生物尿道感染实验室操作规范$草

案&,中医院获得性尿路感染有症状的患者有导尿管存在时白

细胞尿没有意义的解释'留置导尿是目前临床治疗排尿困难

的主要手段#也是医院院内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在医院的尿

路感染中#与导尿有关的可达
'%*

!

&%*

#随着导尿时间的延

长#菌尿阳性率也在逐日增加'符爱玉等)

!%

*在探讨住院患者

尿路感染的危险因素时认为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女性(有基

础疾病(侵入性操作(抗菌药物的应用(尿管的留置时间大于或

等于
!%?

是住院患者尿路感染的危险因素'吕艳等)

!!

*回顾性

分析了
"%&

例住院患者医院内尿路感染的临床资料#经
M4

8

./1

7.A

回归分析后认为与尿路感染显著关联的因素有年龄(留置

导尿管时间(侵入性操作和
YVO

计数'正因为留置导尿是引

起医院尿路感染的直接因素#预防尿路感染的最好方法#严格

掌握导尿指征#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护理操作规程#尽量缩短留

置导尿的时间#才能使留置导尿引起尿路感染的发生降至

最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尿
YVO

阳性和尿路感染诊断与尿液

培养病原菌阳性的符合率均比较高#又以与革兰阴性菌感染者

更为符合#与革兰阳性菌感染者符合率较低'故临床上应采取

尿液细菌学和尿沉渣形态学联合检查#并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

对尿路感染进行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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