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可溯源的校准品和质控

品#以保证检测结果准确性)

综上所述#从相关性*

U

值及与
"

"

&MGK3i##

比较等方面综

合分析不同仪器检测同一项目结果间的准确性和不一致的可

接受限#从不同角度评估检测结果#有利于为临床疾病诊断*疗

效观察提供可靠保证'

""

(

)同一实验室以不同检测系统分析同

一检测项目时#应配备专门的*熟悉仪器的技术人员定期对不

同检测系统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对偏差超出临床检验中心

规定允许误差的进行校正#使不同仪器测定结果具有较好的可

比性和一致性#从而确保检验结果可满足临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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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
dT2!)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液红细胞的常见误差原因!分析可减少误差的措施%方法
!

以尿沉渣分析

仪与
R2!))

干化学分析对
!&%

例尿液标本进行平行检测!分析和探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红细胞呈假阳性的原因%结果
!

dT2!)

和
R2!))

检测红细胞阳性例数为
"&#

例和
")*

例!阴性为
-)"

例和
-&&

例&两种方法均为阳性
%*

例!均为阴性
$%"

例&阳性符合

率为
%)+'!,

!阴性符合率为
%&+'!,

%结论
!

尿沉渣分析仪与尿干化学分析仪联合应用可有效减少单独检查的局限性!提高尿

液红细胞检测准确度!减少误差的发生%

关键词"红细胞&

!

尿沉渣分析仪&

!

干化学分析

!"#

!

")+$%'%

"

.

+/001+"'*$2-"$)+&)""+"&+)-!

文献标识码"

3

文章编号"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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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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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液红细胞检查在泌尿系统以及部分全身性疾病诊断*治

疗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的广泛应用#可

对尿液有形成份进行精确计数分类#提高了尿液分析的质量#

有利于尿液分析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但笔者发现多种因素可

导致尿沉渣分析仪的检测误差)本文对此进行了试验观察和

分析#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随机收集
&)")

年
-

月至
")

月本院住院患者

新鲜尿液标本
!&%

例#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

@+A

!

仪器与试剂
!

dT2!)

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简称
dT2

!)

%及配套试剂$

O

C

0E6V

#日本%#

R2!))

型尿干化学分析仪$简

称
R2!))

%和
R""

尿液分析试纸条$迪瑞#长春%)

@+B

!

方法
!

以一次性尿杯收集受试患者洁净晨尿#充分混匀

后分装
&

管#各
")EG

)采取双盲法操作#

"

管以
dT2!)

进行

检测#另
"

管以
R2!))

进行检测#均严格按使用说明书操作#

且在标本收集后
&<

内完成检测)其中尿沉渣显微镜检查的

具体步骤为!以相对离心力
-))

@

离心尿标本
!E/1

#手持离心

管以
-!s

!

%)s

倾角弃去上清液#离心管口用滤纸拭干#留取
)+

&EG

尿沉渣标本#使之浓缩
!)

倍#充分摇匀后以
dT2!)

的检

测平台进行镜检#高倍镜$

")_-)

倍%下观察
")

个视野#记录

结果'

"

(

)

@+C

!

结果判断标准
!

dT2!)

分析结果红细胞计数大于或等于

&!

个"微升时判为为阳性)

R2!))

根据仪器设定自动判断结

果'

&

(

)

A

!

结
!!

果

!&%

例尿标本分别以
dT2!)

和
R2!))

进行检测#两种方法

阳性符合率为
%)+'!,

#阴性符合率为
%&+'!,

#检测结果见

表
"

)

表
"

!!

!&%

例尿标本
dT2!)

和
R2!))

检测结果$

$

%

R2!))

dT2!)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 $%" -&&

合计
"&# -)" !&%

B

!

讨
!!

论

尿液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临床诊断与鉴别诊断)

尿沉渣分析是尿液检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检验项目#有,体外

肾活检-之称)显微镜检查是检测尿有形成分的主要方法#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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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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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操作要求高*费时*重复性差#且不能定量报告结果#不利于

临床动态观察'

$2-

(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

题#实现了尿液分析标准化*规范化和统一化#避免了手工操作

带来的个体差异'

!

(

)但尿液中有形成分复杂#细胞形态变化较

大#因此仪器检测时常会出现误差)

尿液中的盐类结晶*酵母样细胞以及细菌团块会干扰红细

胞测定)其中草酸钙结晶对
dT2!)

测定红细胞的影响最为显

著)草酸钙结晶的大小和形态与红细胞相似#当尿中仅有草酸

钙结晶或尿中草酸钙结晶和红细胞并存时#因
dT2!)

无法去

除尿中草酸钙结晶#导致在电阻抗测定过程中不能通过检测器

而产生误差)红细胞直径约
#+)

"

E

#无细胞核和线粒体#因此

荧光强度很弱)肾脏疾病患者排出的大小不等红细胞或细胞

溶解产生的红细胞碎片在尿液中大小不均*形态异常#因此红

细胞前向散射光强度差异也较大#而草酸钙结晶对荧光染料几

乎不着色且大小*形态不均#其荧光强度也很低且前向散射光

强度差异也较大#导致
dT2!)

不能区分草酸钙结晶与红细

胞'

'

(

)尿中草酸钙结晶含量越多#对红细胞检测结果的影响越

大)当尿道受真菌感染或尿标本受真菌污染时#也会因真菌被

误识别为红细胞出现假阳性'

*

(

&尿液中存在药物形成的结晶*

精子细胞*不完整管型*被破坏的白细胞等成分时也会导致假

阳性结果)因此#当
dT2!)

检测提示尿中红细胞增多及存在

病理管型*盐类结晶等时#需结合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检查结果#

综合分析后作出判断#以避免假阳性结果)

尿液检验产生假阴性结果的情况相对较少见#主要可因患

者服用大剂量维生素
M

*抗菌剂#使用医用造影剂#尿液中有可

被激光激发产生荧光作用的物质#或尿液放置时间过长等导致

假阴性结果'

#

(

)对于尿干化学检测而言#由于试纸条模块中有

酶的成分#因此一定要按照要求保存#以免引起酶的失活或

变质)

影响尿液检查的因素非常多#如何有效提高尿液分析的质

量应引起检验人员的重视)尿液标本留取前#应对患者要给予

指导#保证尿液标本合格)尿液分析仪要求电压和环境温度恒

定并定期维护和保养#确保仪器正常运转)检验人员须经过培

训#熟练掌握仪器操作规程#每天进行质控#保证尿试纸质量以

及操作的规范)尿液自动化分析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尿液分析

的标准化#但其检测原理及方法学局限性都会影响结果准确

性'

%

(

)因此#对其结果要加以判断#避免其他影响因素的干扰)

尿液干化学分析法提高了红细胞检测敏感度#尤其是在某些疾

病或因素使红细胞被破坏#显微镜下无法观察到的情况下#对

尿液分析可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

(

)当尿标本中出现上述各

种可能影响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结果的有形成分或尿液电导率

过低时#必须结合尿干化学分析仪和显微镜镜检综合分析#从

而有效减少单独检查的局限性#提高尿液检测准确度#减少误

差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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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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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分析仪联合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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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尿培养法为参考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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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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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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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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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细菌$极少数

可由真菌*原虫*病毒%直接侵袭所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尿液细

菌培养是诊断
d4K

的,金标准-#其主要缺点是耗时长#一般需

$

!

-(

)自动化尿分析仪则具有检测速度快#精密度和灵敏度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K1;IG8BD6(

!

3:

@

:0;&)""

!

Y59+$&

!

Q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