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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清蛋白与肌酐的比值在肾病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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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随机中段尿清蛋白与肌酐比值"

1)V

#!替代
%EG

尿蛋白的排泄总量作为早期诊断肾功能和肾损害的临

床价值%方法
"

收集该院就诊的
%EG

尿蛋白!并留取次日晨尿和随机尿!分别检测尿清蛋白$

1)V

及尿试纸检测尿蛋白%以
%EG

尿蛋白作为金标准!应用两种方法检测晨尿和随机尿!比较其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
"

晨尿和随机尿
1)V

中位数分别为
%!>A"

"

!>"A

#

E=>B#

#

H

P

'

P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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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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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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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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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ea">E!"

!

B

$

$>$#

#!相关分析显示两者高

度相关"

6e$>BE=

!

B

%

$>$#

#%晨尿和随机尿
1)V

与
%EG

尿清蛋白排泄量具有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A-%

和
$>AE-

%

晨尿和随机尿
1)V

诊断清蛋白尿的敏感度分别为
A!>=@

和
A->$@

&特异度分别为
B=>E@

和
B$>B@

%晨尿和随机尿特异试纸条

诊断清蛋白尿的敏感度分别为
AA>-@

和
B$>B@

&特异度分别为
#!>A@

和
-">"@

!特异度明显低于
1)V

法%结论
"

晨尿或随机

尿的
1)V

兼备方便及准确的特点是肾病诊断中的良好指标%

关键词"尿液分析&

"

白蛋白类&

"

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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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蛋白尿不仅是肾脏的早期损伤指标#也是心血管疾病独

立的危险因素*近年来在多个国际性临床实践学术会议上$包

括肾脏病'糖尿病等%均提出要在人群中进行尿清蛋白的检

测(

"*#

)

*尿清蛋白的检测方法有多种#收集
%EG

尿检测尿总清

蛋白排泄量是检测尿清蛋白的金标准#但是留尿过程复杂#相

比较而言#留取单次尿更为方便且实用*现探讨在不同单次尿

标本中应用尿清蛋白与肌酐比值$

1)V

%及尿清蛋白特异性试

纸条诊断清蛋白尿的效能#以确定兼具实用性'准确性的人群

中清蛋白尿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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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该院就诊的
%$$

例疑似肾功能损害

患者#男
B-

例#女
"$E

例#年龄
%A

#

!%

岁#平均年龄$

EA>Bf

%$>B

%岁*实验室检查血清胱抑素
)

'肌酐'尿素氮和尿蛋白异

常#临床诊断肾功能损伤*

?>@

"

仪器与试剂
"

长春迪瑞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TA$$

*罗氏

+Z/i(1V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半定量清蛋白特异性尿试纸

条#厂家与
TA$$

仪器相同*在生化仪上用透射免疫法检测尿

清蛋白浓度#酶法测定尿肌酐#试剂为罗氏公司提供*

1)V

诊

断清蛋白尿的界限值采用美国糖尿病协会推荐的大于或等于

=$H

P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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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EG

尿混匀后提取
"H(

#在生化仪上用透射

免疫法检测尿清蛋白浓度*检测的值乘以
%EG

尿总量为
%EG

尿清蛋白排泄量*以此作为诊断尿清蛋白的金标准*大于或

等于
=$H

P

"

%EG

时可诊断为清蛋白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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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连续
%J

内留取晨尿'随机尿和

%EG

尿各
"

份*

%EG

尿记录尿总量并检测其总尿清蛋白排泄

量&每份晨尿和随机尿标本均分别进行
1)V

和清蛋白特异试

纸法的检测*以
%EG

总尿清蛋白排泄量作为诊断清蛋白尿的

标准*分别比较晨尿试纸法与
1)V

法'随机尿试纸法与
1)V

法之间以及与
%EG

总尿清蛋白排泄量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及
.6F6FB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晨尿'随机尿
1)V

与
%EG

尿清蛋白排泄量相关性分析

"

%EG

尿清蛋白排泄量中位数为
"$>"#

$

#>"-

#

E#>-E

%

H

P

"

%EG

*根据其结果
%$$

例被调查者中的
"%"

例为尿蛋白阴性&

!B

例为尿蛋白阳性*晨尿和随机尿
1)V

中位数分别为
%!>A"

$

!>"A

#

E=>B#

%

H

P

"

P

和
%=>-#

$

#>=!

#

=!>-%

%

H

P

"

P

*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ea">E!"

#

B

$

$>$#

%#相关分析显示两

者高度相关$

6e$>BE=

#

B

%

$>$#

%#晨尿和随机尿
1)V

与
%EG

尿清蛋白排泄量具有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A-%

和

$>AE-

*

@>@

"

晨尿'随机尿
1)V

及尿试纸法诊断尿清蛋白效能比较
"

晨尿'随机尿
1)V

诊断清蛋白尿的敏感度分别为
A!>=@

和

A->$@

#特异度分别为
B=>E@

和
B$>B@

#诊断的准确性分别为

B"@

和
AB@

#两者相近*试纸法诊断清蛋白尿的敏感度分别

为
AA>-@

和
B$>B@

#敏感度高于
1)V

法*特异度分别为

#!>A@

和
-">"@

#特异度明显低于
1)V

法*准确度分别为

!$@

和
!=@

*

A

"

讨
""

论

慢性肾脏病早发现'早干预不仅可以延缓肾脏功能的减

退#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可减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

险并有益于预后(

-*A

)

*留取
%EG

尿常存在定时不准确#尿样部

分丢失#特别是儿童难以全部留取#也难以保证标本质量#加上

保存方法不易统一等问题#不具有可行性*收集单次尿液#应

用尿清蛋白试纸法或
1)V

法目前广受关注#且与
%EG

尿清蛋

白排泄总量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B

)

*

本研究采用
%EG

尿清蛋白排泄总量为标准#无论是晨尿

还是随机尿
1)V

与
%EG

尿清蛋白排泄总量间均具有高度相

关性#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好*与之相比#尿清蛋白试纸法

虽然敏感度好#但特异度偏低*因此综合考虑#单次尿检测

1)V

的方法更优于尿清蛋白试纸法*

单次尿的
1)V

可以在晨尿标本或随机尿标本中检测*随

机尿比晨尿更容易获得#而且应用尿肌酐校正的
1)V

避免了

体液浓缩稀释对尿清蛋白浓度的影响*晨尿和随机尿的
1)V

虽高度相关但留取随机尿更为便捷*留取随机中段尿检测尿

清蛋白和尿肌酐#以尿清蛋白"肌酐比值形式报告结果*对于

无糖尿病的儿童#采用随机尿的总蛋白"肌酐比值来筛查慢性

肾脏疾病(

"$

)

*总之#留取随机尿测定
1)V

是一种良好的清蛋

白诊断方法#能简便准确#又对于提高早期诊断率'改善预后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BA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A

期
"

R86\(F9+4J

!

1

I

7D:%$"%

!

';:>==

!

S;>A



参考文献

(

"

)

.FLX5/Y

#

Y7N85/&

#

2;:J564D8/&

#

46F:>2NDJ4:D845F8J74L;H*

H48JF6D;85K;7:F9;7F6;7

O

F8F:

O

5D5D86G4JDF

P

8;5D5F8JHF8F

P

4*

H486;KJDF94645H4::D6N5

(

\

)

>):D8)G4H

#

%$$%

#

EA

$

"%

%!

E=-*E!%>

(

%

) 黄君富
>

急性肾损伤早期实验诊断标志物(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

%$"$

#

="

$

#

%!

E-%*E-E>

(

=

) 周京敏#崔晓通#金雪娟#等
>

社区老年人群尿微量清蛋白"尿肌酐

比值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系(

\

)

>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

#

=B

$

#

%!

E-=*E-!>

(

E

) 杜伟鹏
>

三项指标联合检测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早期肾损害中的

应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A

%!

B""*B"%>

(

#

) 施倩倩
>

尿微量蛋白检测对移植后肾功能的诊断价值(

\

)

>

国际检

验医学杂志#

%$""

#

=%

$

"

%!

!A*A">

(

-

)

SF6D;8F:,DJ84

O

U;N8JF6D;8>,

"

/ZdRL:D8DLF:

I

7FL6DL4

P

NDJ4:D845

.67F6DKDLF6D;8

(

\

)

>1H\,DJ84

O

/D5

#

%$$%

#

=B

$

%E

%!

%-$*%-->

(

!

)

(4M4

O

1.

#

&LXF7J6,i

#

<5NXFH;6;g

#

46F:>/4KD8D6D;8F8JL:F55D*

KDLF6D;8;KLG7;8DLXDJ84

O

JD54F54

!

RH

I

7;MD8

P

2:;9F:ZN6L;H45

$

,/R2Z

%(

\

)

>,DJ84

O

R86

#

%$$#

#

-!

$

"=

%!

%$AB*%"$$>

(

A

)

TD::4

P

4T(

#

\F85548 3+

#

YFX 11

#

46F:>+DL7;F:9NHD8N7DFD5

L;HH;8

#

F:5;D8F8;8JDF976DL

#

8;8G

OI

476485DM4

I

;

I

N:F6D;8

#

F8JF8

D8J4

I

48J486D8JDLF6;7;KLF7JD;MF5LN:F77D5XKFL6;75F8JLF7JD;MF5*

LN:F7H;79DJD6

O

(

\

)

>\R86478+4J

#

%$$"

#

%EB

$

#-

%!

#"B*#%->

(

B

)

_GF8

P

(

#

_GF8

P

0

#

3F8

P

U

#

46F:>074MF:48L4F8JKFL6;75F55;LDF6*

4JQD6G),/

!

F

I

;

I

N:F6D;856NJ

O

K7;HY4D

C

D8

P

(

\

)

>1H\,DJ84

O

/D5

#

%$$A

#

#"

$

"-

%!

=!=*=AE>

(

"$

)徐国宾
>

慢性肾脏病(

\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E

$

=

%!

%AE*

%AA>

$收稿日期!

%$"%*$"*"E

%

!经验交流!

血清骨桥蛋白检测在狼疮性肾炎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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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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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
"

E=$$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骨桥蛋白"

Z0S

#检测在狼疮性肾炎"

(S

#诊治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
&(R.1

方法检测
.(&

患

者血清
Z0S

!分析
Z0S

与
(S

的关系!并以
E%

例健康者进行对照分析%结果
"

(S

患者血清
Z0S

阳性率和水平分别为
A">A%@

和"

->A"f%>B-

#

8

P

'

H(

!不伴
(S

的
.(&

患者为
EE>A=@

和"

E>B$f">A%

#

8

P

'

H(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活动期
(S

患者血清
Z0S

水平"

!>B"f=>%-

#

8

P

'

H(

显著高于缓解期
(S

患者"

#>-Ef%>"%

#

8

P

'

H(

%血清
Z0S

水平与
.(&

活动性指数

"

/1R

#$

%EG

尿蛋白定量呈正相关性%结论
"

Z0S

可能参与
(S

的发病!血清
Z0S

水平变化可反映肾脏损害程度$

(S

病情变化

及疗效%

关键词"系统性红斑狼疮&

"

狼疮性肾炎&

"

骨桥蛋白

!"#

!

"$>=B-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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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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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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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疮性肾炎$

:N

I

N584

I

G7D6D5

#

(S

%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

.(&

%最常见的继发性肾脏疾病#可与
.(&

的其他临床表现

同时出现#也可为首发表现#是决定
.(&

预后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

"

)

*目前#主要通过肾穿刺病理活检等手段来确诊
(S

#但

这是一个创伤性检查*近年来#文献报道骨桥蛋白$

;564;

I

8*

6D8

#

Z0S

%在
.(&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现检测
.(&

患者血清中的
Z0S

水平#以探讨其在
(S

鉴

别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A

月该院住院或门诊

随访的
.(&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E

#

!=

岁*临

床诊断参照美国风湿协会
"BB!

年修订的
.(&

分类诊断标准

以及国际肾脏病学会与肾脏病理学会联合制订的
(S

分类标

准(

%*=

)

*其中
(S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

!=

岁*有持续性蛋白尿#尿蛋白定量大于
$>#

P

"

%EG

#伴或不

伴血清肌酐升高#部分有肾病理活检*其中#活动期
"!

例#缓

解期
"-

例*活动期患者均未使用过免疫抑制剂和激素治疗#

"#

例为未用过强的松的初诊病例#

%

例为复发病例#停用强的

松已经
%

个月以上*缓解期
"$

例患者已停用强的松
"

个月以

上#

-

例继续用维持剂量强的松治疗*根据
.(&

活动性指数

$

/1R

%的评分#本组活动期大于或等于
"$

分#缓解期小于
"$

分*健康对照组
E%

例为健康体检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两组均于清晨采取空腹静脉血
=H(

#离心分离血

清置
a%$[

冻存待检*

?>@

"

检测方法

?>@>?

"

血清
Z0S

检测
"

采用
&(R.1

法进行#试剂盒购自上

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检测步

骤!取出已包被抗人
Z0S

单抗的酶标板#设置标准孔和待检血

清孔#分别加入不同的标准品和待测血清
"$$

!

(

#放置
=![

水浴箱中孵育
"%$HD8

#洗板
#

次后#每孔加入生物素化的抗人

Z0S

抗体工作液
"$$

!

(

#放置
=![

水浴箱中孵育
-$HD8

#洗

板后每孔加亲和素化辣根过氧化物酶结合物
"$$

!

(

#

=![

水

浴箱中孵育
-$HD8

#洗板后每孔加
"$$

!

(

显色剂$

<+Y

%显色

"#H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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