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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建立该实验室的尿液整体化分析镜检复查规则%方法
"

分析尿样的整体化分析结果"归纳建立尿液镜检复查

规则"并对运用复查规则前后的临床诊断性试验结果进行评估%结果
"

尿干化学与尿沉渣自动分析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假阳性和

假阴性"该实验室针对干扰因素制定了镜检复查规则%经验证"该实验室建立的镜检复查规则复查率为
6!2"8

"

Q

检验或
+

' 检

验"运用规则后各项临床诊断性试验评价指标均有改善"其中特异度$正确度$阳性预测值显著提高!

E

)

&2&&!

#%结论
"

该研究

为建立实验室镜检复查规则提供了基础性数据"也为尿液整体化分析规则的确立与细化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尿分析,

"

镜检复查规则,

"

临床诊断性试验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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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具有重要的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有利于疗

效观察和预后判断%由于干化学分析仪与
L̀ )!&&&1

尿液有形

成分分析仪受诸多因素干扰!因此本文对尿液整体化分析结果

进行分析!归纳建立尿液整体化分析镜检复查规则!并对运用

复查规则前后的临床诊断性试验结果进行评估!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采用专用一次性带塞尿液试管随机收集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院
!&($

例住院患者洁净中

段尿双份尿样!患者年龄
!H

至
"!

岁%

?2@

"

仪器及试剂
"

YC'

型显微镜*日本
A=

P

5

O

N0

光学工业株

式会社,+

7+=,0

尿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及配套试纸条*西门子

公司,&上海伊华多项目尿液化学分析控制品+

L̀ )!&&&1

尿液

有形成分分析仪*日本
:

P

05GT

公司,及配套试剂&质控品及校

准品%

7+=,0

尿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及
L̀ )!&&&1

尿液有形成

分分析仪均经厂家校准合格!常规性能评价符合要求!室内质

控数据在控%

?2A

"

方法
"

采样后马上取
!

份尿样!按操作规程离心后取沉

渣镜检!由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于
!I

内完成+按照操作规程

将样本以
7+=,0

尿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和
L̀ )!&&&1

尿液有形

成分分析仪进行干化学和流式分析!

'I

内完成%显微镜镜检

与流式分析的结果以双盲法判读%判读标准'显微镜镜检结果

BVY

大于
$

个(高倍视野!

\VY

大于
(

个(高倍视野!透明管型

大于
!

个(低倍视野或查见其他管型为阳性-

!

.

+尿干化学结果

微量以上为阳性+流式分析各项测定结果高于生物参考区间为

阳性%不符合的标准'流式分析
BVY

与干化学尿潜血*

V9S

,

结果阴&阳性矛盾或不匹配者*

V9S

结果阴性&

b

&

!l

&

'l

&

$

l

分别匹配
BVY&

!

!&

&

!&

!

'(

&

'(

!

%&

&

%&

!

'&&

&

'&&

(

#

9

以

上,视为
BVY

(

V9S

不符合+同理!流式分析
\VY

与干化学白

细胞*

9QL

,结果阴&阳性矛盾或不匹配者*

9QL

结果阴性&

b

&

!l

&

'l

&

$l

分别匹配
\VY&

!

!(

&

!(

!

*&

&

*&

!

!'(

&

!'(

!

(&&

&

(&&

(

#

9

以上,视为
\VY

(

9QL

不符合%

?2B

"

统计学处理
"

临床诊断性基本指标!包括真阳性&假阳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D9,EFGH

!

F,>3I'&!!

!

J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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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真阴性&假阴性+临床诊断性试验评价指标!包括灵敏度&特

异度&正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

.

%指标间的比较!灵

敏度&特异度&正确度采用近似
Q

检验!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2?

"

BVY

(

V9S

"

分析
!&($

例尿液样本!

V9S

阳性率

6!2*8

!阴性率
(%2$8

%显微镜镜检证实!结晶&白细胞碎片&

细菌&真菌&脂肪球&卵磷脂小体等均干扰
L̀ )!&&&1

尿液有形

成分分析仪测定
BVY

!导致假阳性和假阴性%

BVY

(

V9S

不符

合!以及散点图见
BVY

与结晶&真菌&细菌&灰点区分区不清的

样本!多因以上干扰因素的影响%故将
BVY

(

V9S

不符合!以

及散点图异常列为镜检复查规则
/

*以下简称规则
/

,%分析

运用规则
/

前后整体化分析红细胞的结果!见表
!

!

'

%

@2@

"

\VY

(

9QL

(

QY

(

:BY

"

分析
!&($

例尿液样本!

9QL

阳

性率
$!2#8

!阴性率
#%268

%显微镜镜检证实!较大的结晶&

上皮细胞*

G

O

1+IG=1,=3G==

!

QY

,碎片&细菌&真菌&小圆细胞*

05,==

>4N-H3G==

!

:BY

,!包括体积相似的吞噬细胞&移行上皮细胞&肾

小管上皮细胞等!均干扰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测定

\VY

!导致假阳性和假阴性%

\VY

(

9QL

不符合!

9QL

阳性样

本中
QY

(

:BY

阳性的样本!

\VY

散点图异常的样本!多因以上

干扰因素的影响%故将
\VY

(

9QL

不符合!

9QL

阳性伴
QY

(

:BY

阳性!以及
\VY

散点图异常!列为镜检复查规则
0

*以下

简称规则
0

,%分析运用规则
0

前后整体化分析白细胞的结

果!见表
!

!

'

%

@2A

"

Y7:;

(

XBA

"

分析
!&($

例尿液样本!尿常规蛋白质

*

XBA

,阳性
'%&

例*

'#2#8

,!镜检见管型*

Y7:;

,

'%

例!可见

各种管型+

XBA

阴性
**$

例*

*$268

,!镜检见管型
!'

例!其中

!!

例透明管型
&

!

!

(低倍视野!

!

例细颗粒管型
&

!

!

(低倍视

野!主要见于
((

岁以上的血液&呼吸&心血管&神经疾病患者%

显微镜镜检证实!黏液丝&较大的结晶&

QY

&假菌丝&纤维丝&成

团的细胞等均干扰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测定管型!

导致假阳性和假阴性%故将
XBA

阳性列为镜检复查规则
1

*以下简称规则
1

,%分析运用规则
1

前后整体化分析管型的

结果!见表
!

!

'

%

表
!

""

镜检复查规则前后
!&($

例尿液的临床诊断性基本指标&

#

#

8

$'

指标
L̀ )!&&&1

测
BVY

规则
/

分析
BVY L̀ )!&&&1

测
\VY

规则
0

分析
\VY L̀ )!&&&1

测
Y7:;

规则
1

分析
Y7:;

真阳性
'!$

*

'&2'

,

#

'$&

*

'!2%

,

!%$

*

!*26

,

!%%

*

!*2"

,

'6

*

'2$

,

'*

*

'2#

,

假阳性
"6

*

%2"

,

6!

*

$2"

,

*(

*

*2!

,

!(

*

!26

,

6%$

*

6(2"

,

&

*

&2&

,

假阴性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真阴性
*'#

*

#%2"

,

**"

*

*62&

,

**%

*

*$2"

,

%$%

*

*"2#

,

(6!

*

(!26

,

!&'6

*

"*26

,

""

注'

#其中
'(

例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测
BVY

明显高于显微镜计数%

表
'

""

镜检复查规则前后
!&($

例尿液的临床诊断性试验评价指标

项目 敏感度*

8

, 特异度*

8

, 正确度*

8

, 阳性预测值*

8

, 阴性预测值*

8

,

L̀ )!&&&1

测
BVY "!26 %%2( %"2' #"26 "*2$

规则
/

分析
BVY "%2* "(2& "(2% %62" ""2#

Q $2#%% 62*"( (2%$* ] ]

+

'

] ] ] !&2*(# &2#*!

E

)

&2&&!

)

&2&&!

)

&2&&! &2&&! &26!$

L̀ )!&&&1

测
\VY "!2( "!2' "!2$ *&2" "*2"

规则
0

分析
\VY "62& "%2' "*26 "'2# "%2#

& &2"#( #2(%& #2!"& ] ]

+

'

] ] ] !&2#*( !2&%&

E &2$$(

)

&2&&!

)

&2&&! &2&&! &2'""

L̀ )!&&&1

测
Y7:; %'2% ('2% ($2* ""2! 62*

规则
1

分析
Y7:; "$2! !&&2& ""2% !&&2& ""2%

Q !2''( $&2'$# '"2"'& ] ]

+

'

] ] ] 6'"2##( !662"'$

E &2''!

)

&2&&!

)

&2&&!

)

&2&&!

)

&2&&!

""

注'"

]

#代表无值%

@2B

"

L̀ )!&&&1

异常提示信息(总颗粒数&其他颗粒数(电导

率(散点图
"

!&($

例标本中!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

提示
BQJ?Q\6$

例!其中
$#

例与镜检不符*

%$2*8

,%提示

信息为红细胞与结晶&红细胞与细菌!和*或,红细胞与真菌分

界不清的样本!镜检见结晶&细菌&真菌的符合率分别为

(62$8

&

$$2$8

&

'%2#8

%提示信息为低电导率*

)

(5:

(

35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D9,EFGH

!

F,>3I'&!!

!

J4=2$'

!

K42$



的样本
6

例*

"2$8

,!镜检与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结

果相符%故将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提示
BQJ?Q\

列为镜检复查规则
2

%分析总颗粒数大于
6&&&&

(

#

9

!其他颗

粒大于
$&&

(

#

9

!电导率大于
$%5:

(

35

的数据!多见于红细

胞&白细胞&结晶引起的混浊尿!或符合镜检复查规则
/!2

%

由于混浊尿内干扰因素众多!内含细胞团等大团块物!易阻塞

管道!而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缺乏预警能力!导致后

面的样本分析错误%故将混浊尿列为镜检复查规则
3

!不进行

流式分析!以显微镜镜检尿有形成分%

A

"

讨
""

论

研究结果表明!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受许多因

素干扰!如结晶&白细胞碎片&细菌&真菌&脂肪球&卵磷脂小体

等干扰
BVY

测定!较大的结晶&

QY

碎片&细菌&真菌&

:BY

*包

括体积相似的吞噬细胞&移行上皮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等,等

干扰
\VY

测定!黏液丝&较大的结晶&上皮细胞&假菌丝&纤维

丝&成团的细胞等干扰
Y7:;

测定!导致不同程度的假阳性!

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2"8

&

*2!8

&

6(2"8

+同时也存在假阴性!

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2"8

&

!2#8

&

&2(8

%与文献报道较为一

致-

$)*

.

%究其原因!可能是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的基

本原理仍是根据有形成分的大小进行非形态分析!其作用只能

是筛选-

!

.

%同时!干化学的影响因素众多!也只能作为一种过

筛手段%实验室必须制定适合的复查标准!以保证尿液整体化

分析的质量%本室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测定
BVY

的敏感度*

"!268

,与特异度*

%%2(8

,与文献报道有所不同!这

可能是因为各室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
BVY

生物参

考区间不一&判别标准有异所致-

%

.

%

本研究基于
!&($

例尿样的整体化分析结果!同时观察

L̀ )!&&&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的异常数据及报警!建立镜检

复查规则如下'

/

BVY

(

V9S

不符合&及
BVY

散点图异常的样

本+

0

\VY

与
9QL

结果不符合&

9QL

阳性伴
QY

&

:BY

阳性以

及
\VY

散点图异常的样本+

1

XBA

阳性的样本!应显微镜检

查管型+

2

L̀ )!&&&1

仪提示复核*

BQJ?Q\

,的样本+

3

混浊

尿+

4

泌尿&肾病患者!临床有要求的样本!及
L̀ )!&&&1

仪分析

数据为零的样本%本组结果提示!顾可梁-

"

.报道的其他一些镜

检复查规则!如总颗粒数大于
6&&&&

(

#

9

&其他颗粒大于

$&&

(

#

9

!电导率小于
(5:

(

35

或大于
$%5:

(

35

!红细胞荧光

强度分布宽度大于
6&3I

等!常伴镜检复查规则
/!3

出现!

因此这些规则可不单独列出%

!&($

例样本查见
Y7:;

而

XBA

阴性的样本
!'

例!除
!

例细颗粒管型外其他均为透明管

型
&

!

!

(低倍视野!主要见于老年患者%通过镜检复查!

Y7:;

的正确度达到
""2%8

!故本组认为镜检复查规则
1

可以接受%

经验证!本室建立的复查规则复查率
6!2"8

!假阳性和假阴性

均大为降低!

BVY

漏检率*

!2$8

,低于周强等-

!&

.报道的
$2"8

%

经
Q

检验或
+

' 检验!运用规则后各项临床诊断性试验评价指

标均有改善!其中特异度&正确度&阳性预测值显著提高*

E

)

&2&&!

,%说明本室复查规则能保证尿液整体化分析的质量与

速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建立本实验室的镜检复查规则提供了

基础性数据!也为尿液整体化分析规则的确立与细化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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