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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微量清蛋白$尿肌酐比值临床意义新探讨

冯绍华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北辰中医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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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以随机尿微量清蛋白"

Q%.ED

#(尿肌酐"

Q'C

#比值作为肾功能损伤早期检验指标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

该院
"*)*

年
7

月到
"*))

年
7

月收集的
)4*

例研究对象随机
Q%.ED

(

Q'C

比值与
">HQ%.ED

定量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

+

组研

究对象
Q%.ED

(

Q'C

比值与
">HQ%.E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结论
"

随机
Q%.ED

(

Q'C

定量检测可以代替
">H

Q%.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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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肌酐

!"#

!

)*8+7!7

"

;

8<33=8)!(+1>)+*8"*)"8*(8*>4

文献标识码"

R

文章编号"

)!(+1>)+*

"

"*)"

#

*(1*9!>1*"

""

目前#测定尿微量清蛋白$

Q%.ED

%最理想的标本是留取

">H

尿液#但收集
">H

尿液比较麻烦*费时*不方便*收集准确

性差)随机尿测定是目前最常用*最易行的方法#但应同时测

定尿肌酐$

Q'C

%#因每日肌酐排除量相对恒定#可避免尿量变

化对结果的影响)现随机
Q%.ED

"

Q'C

比值与
">HQ%.ED

定

量检测结果进行比较#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8A

"

一般资料
"

选择
7*

例不同病种的患者和
!*

例健康体检

者#经尿常规分析蛋白定性均为阴性#分为
+

组)健康对照组!

健康体检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44

岁#平均年

龄
>)8"

岁#均排除高血压*糖尿病及其他肾病有关病史)糖尿

病组!住院患者
>*

例#男
"4

例#女
)4

例#年龄
+>

#

("

岁#平均

年龄
4)8"

岁#病程
"

#

"*

年)高血压组!住院患者
4*

例#男
"7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84

岁#高血压范围

)!*

#

)7*

"

74

#

)"*%%`

B

#病程
"

#

"(

年)

A8B

"

仪器与试剂
"

西门子公司生产的
.TM5.)9**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

Q%.ED

试剂由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

Q'C

检测试剂由德国奥林巴斯诊断有限公司提供)

Q%.ED

检测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

Q'C

检测采用苦味酸法)

A8C

"

方法
"

选择清洁容器#酌情加入适量防腐剂)晨起排空

尿液开始计时到次日清晨同一时间$

">H

%将尿液排入同一容

器中)记录
">H

总尿量并将收集的尿混匀取
>

#

4%N

#并同

时取随机尿标本
>

#

4%N

#分别离心取上清液准备检测)对

">H

尿液进行
Q%.ED

定量检测#并同时进行随机
Q%.ED

与

Q'C

定量检测#将随机
Q%.ED

"

Q'C

比值与
">HQ%.ED

定量

结果进行比对)

A8D

"

统计学处理
"

结果以$

A_9

%表示#采用配对
2

检验#并进

一步作直线相关分析)

B

"

结
""

果

各组患者和健康对照者
">HQ%.ED

与随机
Q%.ED

"

Q'C

比值定量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
">HQ%.ED

与
Q%.ED

$

Q'C

""

比值定量检测结果比较#

A_9

%

组别
例数

$

#

%

">HQ%.ED

$

%

B

"

">H

%

Q%.ED

"

Q'C

$

%

B

"

B

%

1

值

健康对照组
!* !84_>89 !8"_48) *87!7

糖尿病组
>* +)8"_))8" +*8)_))89 *87!+

高血压组
4* "787_))8" +)8)_)*8) *8749

C

"

讨
""

论

Q%.ED

病理基础是一种含硫氨基酸
1

同型半胱氨酸

$

$̀f

%#

$̀f

是蛋氨酸代谢的中间产物#是导致心血管疾病

的一个新的独立危险因子'

)1>

(

)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糖尿病患

者中存在
$̀f

代谢异常#高
$̀f

血症作为糖尿病肾病的危

险因素之一日益受到关注)

SO&%&=

等'

4

(研究结果一致认为高

$̀f

血症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有关#其在血中不稳定#极易

氧化#形成超氧化物和过氧化氢#使微血管内皮细胞的自由基

消除系统水平下降#产生大量自由基#启动膜脂质过氧化反应#

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导致微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和功能减退#

从而使肾小球滤过功能损伤'

!

(

)另外血红蛋白糖化后对氧的

亲和力降低#可导致末梢组织缺氧#在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中起

重要作用'

(19

(

)血糖控制不良患者#由于长期高水平糖化血红

蛋白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肾小球处于高滤过状态#致使

Q%.ED

在尿中排出增加)

Q%.ED

的检测作为早期肾损害诊断的重要指标已受到广

泛重视#监测
Q%.ED

对发现糖尿病及高血压合并的早期肾损

害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71)*

(

)正常情况下#绝大部分蛋白不能通

过滤过膜)但在病理情况下#如各种炎性*代谢异常和免疫损

伤#使肾小球血流动力学异常#肾小球滤过膜损害是造成
Q%1

.ED

排除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1)"

(

)本实验主要对高血压和糖

尿病患者
Q%.ED

进行了统计分析)糖尿病的死亡原因大多

是由于糖尿病合并症#糖尿病肾病早期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无明

显症状#常规检查尿蛋白多为正常#在患者尚未出现尿蛋白之

前对其进行早期诊断和采取有效治疗与监控#可以预防糖尿病

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目前认为
Q%.ED

是糖尿病肾病的早

期外在指标)高血压患者
Q%.ED

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健康人)

其主要机制为肾小球血流动力学异常所致#另外尚可能有弥漫

性血管病变等其他机制作用参与#其发生率受多种因素影响#

在不合并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中#其发生率为
4:

#

>*:

)为

了早期预防和治疗高血压肾损伤#高血压患者均应在临床肾病

出现之前做
Q%.ED

检测)

肌酐是小分子物质#可通过肾小球滤过#在肾小管内很少

吸收#每日体内产生的肌酐#几乎全部随尿排出#一般不受尿量

影响)本实验对
)4*

例研究对象进行尿液检查#结果根据不同

人群分为
+

组#经
2

检验#

+

组
C

值均大于
*8*4

#组内
">HQ%1

.ED

定量与随机
Q%.ED

"

Q'C

比值结果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C

$

*8*4

%#通过相关性分析#各组相关系数分别为
*87!7

*

*87!+

*

*8749

#显示各组
">HQ%.ED

与随机
Q%.ED

"

Q'C

比值

均有良好相关性#这充分证实了随机
Q%.ED

经过尿肌酐校正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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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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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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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
">HQ%.ED

有很高的相关性)为了方便患者#减少标本

采集过程中的误差#建议临床上使用随机
Q%.ED

"

Q'C

测定比

值代替
">HQ%.ED

#用于观察尿微量清蛋白排泄情况#对尿微

量清蛋白进行监测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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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精子分析仪对男性不育患者精子活力&运动参数的分析

董云华!沈云松%

"云南省生殖医学中心!昆明
!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生理盐水稀释对男性不育患者
#$.

自动精子分析仪分析精子活力%运动参数的影响$方法
"

对
!*!7

例患者根据精子密度分为"

"8*

#

4*

#

V)*

!

(

%N

和"

4*

#

"**

#

V)*

!

(

%N

两组!对精子各参数进行检测及分析$结果
"

精子数"

"8*

#

4*

#

V)*

!

(

%N

组中!精子活动率和非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U/:

#稀释组比未稀释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其余

精子平均曲线运动速度"

M$N

#%平均路径速度"

M./

#%平均直线运动速度"

M#N

#%精子头侧摆幅度"

.Ǹ

#%精子平均鞭打频率

"

R$\

#六项运动参数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精子数"

4*

#

"**

#

V)*

!

(

%N

组中!未稀释组和稀释组比较!所有动力学

相关参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稀释后结果表现为精子活动率平均降低
)"8(9: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

#平均降

低
984(:

%非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U/:

#平均降低
>8"):

!其余
M$N

%

M./

%

M#N

%

.Ǹ

和
R$\

均比未稀释组升高$结论
"

进

行计算机辅助精液"

$.#.

#分析时!精子密度在"

"

#

4*

#

V)*

!

(

%N

之间的标本!直接采用原精液更能准确检测运动精子动力学参

数$对高精子密度标本用预温生理盐水
)q+

稀释后进行测定!精子活力%运动参数更加客观准确$

关键词"不育!男性&

"

自动精子分析仪&

"

精子活力&

"

精子运动参数

!"#

!

)*8+7!7

"

;

8<33=8)!(+1>)+*8"*)"8*(8*>!

文献标识码"

R

文章编号"

)!(+1>)+*

"

"*)"

#

*(1*9!41*+

""

男性精液质量分析采用传统手工分析往往带有很大的主

观性#不同检测人员对标本的分析结果有时相差甚远#对精子

运动能力的判断缺少严格的量化指标#分析精子活动能力的参

数相对有限#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

$.#.

%是将计算机技术和

先进的图像处理技术运用在精子质量的临床分析上#在分析运

动能力方面显示其独特的优越性)但对高精子密度标本#

$.1

#.

直接测定精液会受到精子碰撞和非精子成分的影响#结果

还与精子的高密度*

$.#.

灰度和阈值设置密切相关'

)

(

)现采

用在分析精子运动能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越性的
#$.

自动精

子分析仪$

#

G

&C%$E633.=6E

I

O&C

%在相差模式下#以实时拍照

自动分析和人工辅助判定修正的方式对患者精子密度及各项

精子运动参数进行分组分析#并比较精液使用生理盐水稀释前

后对精子运动参数的影响)

A

"

资料与方法

A8A

"

一般资料
"

"**7

年
7

月至
"*)*

年
)*

月本中心就诊的不

孕不育夫妇中男性患者
74("

例#年龄
)7

#

!"

岁#平均年龄

+"8)

岁)嘱患者禁欲
"

#

(F

后用手淫法取全部精液标本#立

即送检)置
+(X

水浴箱观察液化)

A8B

"

仪器与试剂
"

#

G

&C%$E633.=6E

I

O&C

精子分析仪$西班牙

#$.

精液分析仪
,5$-S/?5$#

%#显微镜$

SE

I

%

G

K3$g>)

%#一

次性使用计数池$

$@='&

G

2<@=?&'H=@E@

B

<&3

公司#

,<'C@$&EE"*

$

%

计数池%#低速离心机$

?H&C%@50$,<'C@%6P

%等)

A8C

"

方法
"

精液液化后#记录液化时间#混匀标本#取样初检#

粗略目测精子密度#充分混匀精液后#使用定量移液器吸取
)*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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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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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

期
"

5=2ZN6D,&F

!

.

G

C<E"*)"

!

M@E8++

!

U@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