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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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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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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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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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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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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B!"""2

尿液流式分析参考范围的调查

王盛华!刘
!

芸!肖
!

平!尚旭明!张炳昌#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检验科!济南
$:""$!

#

!!

摘
!

要"目的
!

建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c.B!"""2

检测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健康人群尿沉渣的参考范围%方法
!

收集
!"C>

例
"

$

="

岁健康人中段尿液标本!划分为儿童组"

"

$

!$

岁#$中青年组"

!#

$

:=

岁#和老年组"

'

>"

岁#!并在
$G

内用
c.B!"""2

进

行检测%结果
!

红细胞"

V,(

#$白细胞"

d,(

#$上皮细胞"

Z(

#$细菌"

,+(6

#在同年龄组$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部分参数在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之间亦有显著差异%管型"

(+'6

#在不同年龄组$不同性别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健康人群尿沉渣参考范围"单位'个(
#

X

#'"

!

#

V,(

'男性
"

$

!"<"

&女性儿童
"

$

!!<=

!女性中青年与老年
"

$

$!<A

&"

$

#

d,(

'男性儿童
"

$

C<:

!男性中青年与老年
"

$

!$<A

&女性儿童
"

$

!!<!

!女性中青年
"

$

$#<$

!女性老年
"

$

!><A

&"

#

#

Z(

'男性儿

童
"

$

><!

!男性中青年
"

$

#<7

!男性老年
"

$

7<C

&女性儿童与老年
"

$

!#<>

!女性中青年
"

$

$7<C

&"

7

#

,+(6

'男性儿童
"

$

="<>

!

男性中青年
"

$

7=<=

!男性老年
"

$

=7<:

&女性儿童
"

$

!$C<"

!女性中青年
"

$

!"C#<7

!女性老年
"

$

#=C<>

&"

:

#

(+'6

'

"

$

"<>

%结

论
!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的健康人群尿沉渣参考范围应分别设定!本研究为中国临床尿液生物参考范围的确立提供参考%

关键词"尿分析&

!

参考值&

!

性别&

!

年龄

!"#

!

!"<#=>=

"

?

<2))@<!>A#B7!#"<$"!$<"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B7!#"

"

$"!$

#

"7B"77$B"$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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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自动尿沉渣分析仪采用流式细胞术结合

荧光染色技术分析尿中的有形成分#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目前由于
c.B!"""2

是其系列的最新产品)

!

*

#迄今国内外

对其参考范围进行各年龄组的调查分析鲜见报道'故我们通

过收集
"

$

="

岁健康人的中段尿液标本
!"C>

例#划分为儿

童(中青年和老年
#

个组#用
c.B!"""2

进行检测#对红细胞

$

V,(

%(白细胞$

d,(

%(上皮细胞$

Z(

%(细菌$

,+(6

%(管型

$

(+'6

%

:

个参数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健康人群的生物参考

区间存在地域和人群个体的差异#有必要建立本地区不同性

别(不同年龄组的
c.B!"""2

尿沉渣参考范围#为中国临床尿液

生物参考范围的确立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资料

?<?<?

!

研究对象与标本来源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山东省立医院查体中心健康体检者和前来免疫接种的健康

儿童的中段尿液标本#受试者所有体检项目$包括体格检查(影

像学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均正常#无心(肝(肺(肾(消化(生殖和

神经系统及代谢病等重大病史#受试者在受试前两周内未服

过任何药物#未出现任何不适状况#女性排除月经期#并且

+P7$C"

干化学法检测尿液各项指标全部阴性$检测前进行室

内质量控制%#受试者知情同意'共筛选出
!"C>

例健康人尿

液#年龄为
"

$

="

岁#平均
#:<::

岁$男
##<=$

岁(女
#><"=

岁%'

?<?<@

!

试验分组
!

分为儿童组$

"

$

!$

岁#男
$C>

例#女
!""

例%(中青年组$

!#

$

:=

岁#男
$7>

例#女
!"C

例%和老年组$

>"

岁以上#男
$7$

例#女
!"7

例%

#

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又分男(

女亚组#男
AA7

例#女
#!$

例'

?<@

!

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c.B!"""2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日本

'

L

)MER

公司%及配套试剂和质控品'

+P7$C"

全自动尿液干

化学分析仪$日本
+VWV+e

公司%及配套试剂和质控品'

?<@<@

!

方法
!

$

!

%正常尿液标本筛选!用一次性洁净塑料尿杯

留取受试者随机中段尿液不少于
$" MX

#先取
!" MX

用

+P7$C"

干化学法检测尿液各项指标$检测前进行室内质量控

制%#按仪器
'bY

文件操作'$

$

%标本测定!尿液各项干化学指

标全部阴性者#取
!"MX

进行检测#严格按照
c.B!"""2

仪器说

明书操作#并且每天开机后用
'

L

)MER

公司提供的质控品进行

高(低
$

个水平的室内质量控制'检测前将标本充分混匀#并

在取样后
$G

内完成检测'$

#

%数据分析!比较
#

个年龄组不

同性别之间的差异以及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并确立

相应的参考值范围#计算方法采用
]((X'

和
*.((

建议使用

的统计学方法)

$B#

*

'

?<@<A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用
'Y''!#<"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V,(

(

d,(

(

Z(

(

,+(6

(

(+'6

等参数的分布进行
E

检验#计量资料以$

A 4̀

%表示#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间比较进行

$

检验#同性别不同年龄组间比较进行
3

检验#并进一步采用

f

检验进行多组均数间的两两比较#采用单侧
=:Q

可信区间计

算参考值范围#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C>

例健康人尿沉渣$

V,(

(

d,(

(

Z(

(

,+(6

(

(+'6

%

检测结果见表
!

'

@<@

!

同年龄组(不同性别之间的比较'经
$

检验#

V,(

(

d,(

(

Z(

(

,+(6

在同年龄组(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7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

!

$

"<"!

%&

(+'6

在各年龄组男女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g"<"C=

%'

表
!

!!

!"C>

例健康人尿液
V,(

#

d,(

#

(Z

#

,+(6

#

(+'6

的测定结果 $个'
#

X

&

A 4̀

%

年龄组$岁%

'

V,(

男 女

d,(

男 女

Z(

男 女

,+(6

男 女

(+'6

男 女

儿童组$

"

$

!$

%

#C> #<7#̀ #<"$ 7<$:̀ 7<#$ ><!!̀ C<#> ><C7̀ A<C> $<A$̀ $<CA #<!>̀ #<"# $><C#̀ 7:<!> 77<>7̀ $7<## "<!"̀ "<!$ "<!"̀ "<!#

中青年组$

!#

$

:=

%

#:7 #<=!̀ $<A: A<>>̀ ><!! 7<$>̀ 7<!# #<A:̀ $<C: !<$À $<!= A<$>̀ C<$$ !7<>>̀ #7<C=$7=<:"̀ #>"<CA "<"C̀ "<!A "<"=̀ "<!7

老年组$

>"

$

%

#7> 7<"=̀ $<=7 ><C"̀ A<>: #<""̀ #<>A :<"À :<77 !<$>̀ !<7: $<CÀ #<$" !=<=C̀ :$<:#>:<7"̀ !##<=A "<!!̀ "<!= "<!$̀ "<$$

@<A

!

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比较'经
3

检验#

V,(

!男性

不同年龄组之间(女性中青年组与老年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其余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d,(

!男性中青年组与老年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其余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Z(

!女性儿

童组与老年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C=

%#其余两两

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6

!在同性别(不同年龄

组之间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

"<":

%&

(+'6

!

在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

"<

":

%'

@<B

!

健康人群
!"C>

例尿液检测结果经正态性检验$

E

检

验%#数据呈偏态分布#经对数转换后呈正态分布#所以用单侧

=:Q

界限值表示参考范围'将其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各组

数据合并后计算参考范围'

A

!

讨
!!

论

尿液离心或自行沉降#其沉降物称为尿沉渣#是尿液中的

有形成分#包括细胞(

(+'6

(

,+(6

(真菌(结晶等'尿沉渣检

查可反映泌尿系统各部位的变化#可协助对泌尿系统疾病进行

定位(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判断等'因而尿沉渣检查被称为

-体外无创性肾活检.

)

7

*

'

中华医学检验分会于
$""$

年就出台了-尿液沉渣检查标

准化的建议.

)

:

*

'尿沉渣显微镜检查虽然被认为是识别有形成

分的-金标准.#但在目前实际条件下#实验室人员少#工作量

大#全部标本都使用规范的镜检步骤准确(及时地发出报告是

比较困难的'因此寻找一个简便(快捷的方法进行筛查#即将

完全正常的标本筛去后#对异常标本进行规范性检查是可行

的'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具有无需离心(检测速度快(操作简

单(重复性好(准确性高和参数多等优点#同时结合显微镜复

检#可使尿沉渣检测自动化(标准化和便捷化#并且极大地降低

了工作人员潜在的生物危害暴露'

尿沉渣分析仪有多种#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是采用流式细

胞原理和特异性核酸荧光染色技术的
'

L

)MERc.

系列产品#

c.B!"""2

是该系列的最新型号#采用双检测通道
B

沉渣通道用

于各有形成分$除细菌外%的检测#细菌通道仅检测细菌'检查

尿液的方法不同#其参考区间就不同)

>

*

#即使采用同一标准#相

同的方法#不同地区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

A

*

#因而有必要建立

本地区
c.B!"""2

的尿沉渣参考范围'

本研究结果显示#除
(+'6

外其余
7

项指标$

V,(

(

d,(

(

Z(

(

,+(6

%男女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健康女性各年龄

组随机尿中
V,(

(

d,(

(

Z(

和
,+(6

均明显高于男性#这与男

女生理结构的差异有关#该结果与
c.

系列其他型号的研究结

果相似)

AB!"

*

'因此按患者性别建立相应的参考范围才是科学

的(严谨的'

本研究中的年龄分组是有科学依据的'经查阅文献发现!

!

$

!$

岁健康儿童的尿沉渣分析#年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

&胡波等)

C

*报道
!A

$

>"

岁健康人的尿沉渣结果

无显著性差异$

!

'

"<":

%'因而本研究中将
!$

岁以下人群归

为一组$儿童组%#

!#

$

:=

岁的人群归为一组$中青年组%#

>"

岁

以上的人群归为一组$老年组%'这样分组既有科学依据#又容

易被广大医护人员和患者接受'而且有文献报道#不同年龄组

之间尿沉渣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而具有研究价值'

)

A

#

=B!"

*

本研究中#部分尿沉渣检测结果在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之

间具有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泌尿生殖系统的生理功能和解剖

位置等方面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改变有关'女性尿道短#月经

期(更年期(性交时尿道口的细菌更易侵入泌尿系统#因而女性

中青年组的
,+(6

检测值最高'老年男性的前列腺生理性增

生导致尿道狭窄(尿液滞留#细菌在膀胱内繁殖&婴幼儿泌尿系

统尚未发育完全以及受尿布洁净度等的影响#造成男性老年组

和儿童组
,+(6

检测值均高于男性中青年组'成年女性#尤

其是生育期女性#易混入月经和白带#造成
V,(

(

d,(

和
Z(

的检测值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由于本研究组对人体泌尿生

殖系统的研究有限#在此仅作简单分析'

本研究所确立的儿童组
V,(

(

d,(

(

Z(

(

(+'6

的参考范

围与金芳等)

!"

*报道的结果相似'除
,+(6

外#各项检测指标

与
c.

系列其他型号仪器的参考范围基本一致)

AB=

*

'由于
c.B

!"""2

是
c.

系列的最新产品#在
,+(6

检测方面做了很大改

进#明显提高了
,+(6

检测的准确性与特异性)

!!B!$

*

#故与
c.

系列其他型号仪器的检测结果差异较大'本研究结果的标准

差较大#可能与对象选择(被检者生理状态(饮水量(标本采集

等因素有一定关系#致使检测结果比较分散'

综上所述#参考范围的建立不能忽视地区(性别和年龄的

差异'正如众多学者所呼吁的222应当建立适合自己实验室

的参考值范围'本研究所建立的济南地区
c.B!"""2

的不同性

别和不同年龄尿沉渣参考范围为今后的同类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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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男女性
cc

的感染率显著高于
&%

$

&

$

gA<$#

#

$

!

$

"<":

%#而
cc

与混合感染无显著差异$

&

$

g!<$A

#

!

'

"<!

%#这与相关报道相符)

A

*

'

cc

是引起
]ac

主要病原体之一#从本组资料表明支原

体感染阳性率为
A:<$:Q

#而男性阳性率为
#!<>CQ

$

=>

"

#"#

%#

女性阳性率为
>C<#!Q

$

$"A

"

#"#

%#女性显著高于男性#此结果

之差异除了可能与女性取材较易外#证明女性更易感染'本组

资料中
!"

岁以下儿童占
!<#$Q

$

7

"

#"#

%#而全部为女性#在防

治过程中应引起高度重视'强力霉素(交沙霉素(米诺环素的

耐药性持续在较低水平#其中
&%

对强力霉素(交沙霉素的敏

感性达到
!""Q

#对单纯
&%

感染临床用药时可首选'混合感

染的耐药性明显高于单种感染#通过对红霉素(阿奇霉素(诺氟

沙星
#

种耐药性最高的抗生素的比较#其中
cc

与$

cc8

&%

%混合感染耐药性有显著性差异$

&

$

g$=<>"

#

!

$

"<"":

%#

cc

与$

cc8&%

%混合感染的耐药性亦有显著性差异$

&

$

g

!=<"#

#

!

$

"<"":

%#且耐药性有上升趋势'有学者报道喹诺酮

类有较强的抗支原体活性)

C

*

#本组资料显示支原体对喹诺酮类

药物的耐药率较高#尤其是
cc8&%

混合感染更高'临床应

给予高度重视'

A<@

!

药敏结果分析
!

本组
#"#

例阳性标本药敏结果显示
cc

感染对喹诺酮类药物如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大环内酯类第一

代药物如红霉素(有较强的耐药性#分别为
:A<"!Q

(

!A<=CQ

(

$$<CQ

其次有交沙霉素
!"<"CQ

(强力霉素
!"<=>Q

'而对阿

奇霉素(罗红霉素(米诺环素耐药性较低#分别为
=<$!Q

(

A<"$Q

(

><!7Q

'国内学者报道#

cc

单纯感染对红霉素和阿

奇霉素耐药率分别为
$#<#Q

和
!:<!Q

#

&%

则为
CC<=Q

和

AA<CQ

#两者混合感染则为
AC<>Q

和
>7<#Q

)

=

*

&而
a4FE@

等)

!"

*报道
cc

对阿奇霉素的耐药率为
!$<AQ

#本组资料为
=<

$!Q

#这说明不同地区报道各种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抗菌素的

耐药程度相差较大#除了地区差异外#还与不同地区抗菌素的

滥用情况(治疗不恰当(实验研究的标本量及实验操作误差等

因素有关)

!!

*

'混合感染对抗菌素的耐药性明显高于单种感

染#其中阿奇霉素(诺氟沙星的耐药率已超过
C"Q

以上#本组

资料比文献报导支原体耐药性明显上升)

!$

*

#这是值得关注的

问题'同时强力霉素的耐药性在不同地区不同报道的比较中

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强力霉素的耐药性可能存在着地区差异

性#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与某些获得性耐药基因有关外#还可能

与药物临床应用时间(长短(使用频率以及滥用程度有密切关

系)

!#

*

'因此#建议支原体感染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应尽可能地

根据培养药敏结果#合理选择药物'一般来说#对支原体耐药

性较强的药物$耐药率超过
$"Q

%#临床使用均太久#且已反复

使用'这个特点可能是耐药性产生的主要因素#另外#也可能

与长期不规则使用同类药物(剂量不足(疗程不够(有关耐药菌

株流行及合并其他类型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有关'因此#临床上

要足量用药治疗各种支原体感染#避免低浓度抗生素与支原体

长期接触而产生耐药性)

!7

*

'对耐药病例或混合感染患者应根

据药敏试验选择敏感药物正规治疗或采用联合用药#必要时选

用敏感药物轮换治疗'同时应积极开发研制新药#以找到最佳

的支原休感染治疗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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