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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尿液红细胞检验方法学比较分析

陈亚军!唐发清

"广东省珠海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E%,***

$

""

摘
"

要#目的
"

比较
)

种检测尿液红细胞的方法!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

应用干化学法&

gY5E**;

尿沉渣分析仪&尿沉渣

镜检法检测
H**

份尿液红细胞!再应用胶体金单克隆抗体隐血法对干化学法阳性而尿沉渣镜检阴性者进行补充检测%结果
"

以

尿沉渣镜检法为标准!

gY5E**;

尿沉渣分析仪准确度为
,H(&G

!干化学法准确度为
,)($G

!在排除其他因素影响下!尿沉渣镜检

法判断血尿来源与
gY5E**;

尿沉渣分析仪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E

$%尿沉渣镜检法阴性&干化学法阳性者中假阳性率

为
'E($G

%结论
"

干化学法&尿沉渣分析仪&尿沉渣镜检法各有其优&缺点!根据临床需求对
'

种方法进行联合应用能更好地提

高检测质量!对尿沉渣镜检法阴性而干化学法阳性者应加做胶体金单克隆抗体隐血法进行确证%

关键词#红细胞#

"

尿#

"

设备和供应#

"

显微镜检查#

"

干化学法

!"#

!

%*(',H,

"

I

(;""!(%H$'5)%'*(&*%&(*,(*'$

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H$'5)%'*

"

&*%&

$

*,5%%*$5*%

""

尿液红细胞检测是诊断泌尿系统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特

别是红细胞形态在判断肾源性和非肾源性血尿中具有重要意

义*

%5&

+

'作者收集本院住院和门诊患者
H**

份中段尿液同时应

用尿沉渣镜检法(干化学法(

gY5E**;

尿沉渣分析仪(胶体金单

克隆抗体隐血法等
)

种方法检测尿液红细胞#通过比较发现
)

种方法有差异#使本室技术人员对
)

种方法学有了更进一步的

认识#了解各种检测方法的局限性和影响因素#更好地运用各

种检测手段#以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年月
%

%

'

月随机收集本院住院和门诊

H**

例患者尿液#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

均
)+

岁'每份标本约
'*Q8

#分为两管#每管约
%*Q8

#一管

进行尿沉渣镜检#另一管用于干化学法和
gYE**;

尿沉渣分析

仪检测'

A(B

"

仪器与试剂
"

g.9/_21-AD

)

干化学分析仪及其配套

专用十一联试纸(

/

O

"Q?UgY5E**;

型尿沉渣分析仪及配套试

剂(奥林帕斯相差显微镜等'

A(C

"

方法
"

仪器检测均严格按说明书操作#尿沉渣镜检按/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第
'

版&进行'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检验#以
D

$

*(*E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

"

结
""

果

尿沉渣镜检法阳性率为
%*('G

#干化学法阳性率为

%)('G

#

gY5E**;

尿沉渣分析仪阳性率为
%'(&G

'尿沉渣镜检

法检测结果与
gY5E**;

尿沉渣分析仪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D

%

*(*E

&'以尿沉渣镜检法为标准#

gY5E**;

尿沉渣分析仪

准确度为
,H(&G

#干化学法准确度为
,)($G

'对
&+

例尿沉渣

镜检法阴性而干化学法检测阳性标本应用胶体金单克隆抗体

隐血法检测#其中阳性
%+

例#阴性
%*

例#假阳性率为
'E($G

#

见表
%

%

'

'

表
%

""

以尿沉渣镜检法为标准检测结果比较%

)

&

项目
干化学法

$

<

& $

`

&

gY5E**;

尿沉渣分析仪

$

<

& $

`

&

尿沉渣镜检法$

<

&

E+ ) E, '

尿沉渣镜检法$

`

&

&+ E%* &* E%+

合计
+H E%) $, E&%

表
&

""

干化学法与
gY5E**;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结果比较%

)

&

项目
gY5E**;

尿沉渣分析仪$

<

&

gY5E**;

尿沉渣分析仪$

`

&

干化学法$

<

&

$& %)

干化学法$

`

&

$ E*$

合计
$, E&%

表
'

""

尿沉渣镜检法与
gY5E**;

尿沉渣分析仪

""""

检测结果比较%

)

&

检测方法 均一性 非均一性 混合性 合计

尿沉渣镜检法
'% &) ) E,

gY5E**;

尿沉渣分析仪
'% &E ' E,

C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因其方法学不同#尿沉渣镜检法与干化

学法检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干化学法测定尿红细胞的原理为

尿中的血红蛋白或其破坏释放的游离血红蛋白均为具有过氧

化物酶样活性的亚铁血红素#可催化过氧化物分解释放出新生

态氧#使无色的邻甲苯胺变为蓝色的邻甲联苯胺#其颜色的深

浅与血红蛋白或红细胞的含量呈正比'因此#干化学法除了能

检测完整的红细胞外#还可以检测已被破坏红细胞成分#因此#

有
&+

例干化学法为阳性#而尿沉渣镜检法 $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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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超线性标本稀释液产生基质效应的影响等*

+

+

'因此#

4:

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受诸多因素影响#在日常检测过程中均应加

以注意'由于
T;@AD"'E*

干化学分析仪测定
4:

的线性范围较

窄#为使超线性标本测定结果准确(可靠#必须正确选用稀释

液#排除基质效应的影响#才能得出准确(可靠的测定结果#基

质效应是指样本中除分析物以外所有其他成分所介导的分析

误差#影响分析物定量测定的准确性*

,

+

'产生基质效应的原因

与以下
)

个主要因素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仪器的设计(试剂

的组成成分(测试方法的原理(质控材料的组成及处理技术

等*

%*

+

'稀释液的选择就是属于处理技术的环节'基质效应对

检验人员来说已不是个生疏的名词#在湿化学测定中会经常碰

到而加以注意#而在干化学分析中往往重视不够'但只要是化

学分析均离不开反应基质'

本研究自制的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本身含有
4:

成分#

但因含量较低#半稀释后对测定结果影响不大#无需在测定结

果中扣除'同时#作者也用该血清稀释高
4:

质控血清和
&*

份血清同步进行质控'质控在控'结果可靠'

本研究结果显示#测定血清
4:

超线性标本不能用生理盐

水作为稀释液#产生的基质偏差较大$

D

$

*(*%

&'而用
$G

7/2

或自制的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作为稀释液#产生的基质

偏差较小$

D

%

*(*E

&'因此#在日常测定
4:

超线性标本时可

收集健康者低
4:

混合血清作为稀释液稀释标本#以最大限度

地排除基质效应的影响#保证测定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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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性#但如尿中含有对热不稳定酶(肌红蛋白或能释放过氧

化物的细菌等原因干化学法测定尿隐血就会出现假阳性#本研

究通过加做胶体金单克隆抗体隐血法#确认
%*

例为假阳性#因

此#当两种方法检测结果不相符时有必要加做此法#以免给医

生错误指引'从表
%

(

&

中可看出尿沉渣镜检有
)

例阳性#尿沉

渣分析仪有
$

例阳性#而干化学均未检测出#表明尿沉渣镜检

法和尿沉渣分析仪敏感度均高于干化学法#且尿沉渣分析仪敏

感度略高于尿沉渣镜检法'尿沉渣镜检法与尿沉渣分析仪的

区别主要体现在尿沉渣分析仪假阳性上#作者发现
&*

例尿沉

渣分析仪为阳性的标本而尿沉渣镜检并未见红细胞#而是有结

晶(细菌(真菌(脂肪滴等影响红细胞检测的颗粒成分#与相关

类似研究发现引起假阳性的原因一致*

'5E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例干化学法阳性标本中尿沉渣分析仪为阴性#通过对这
%)

例标本的
)

种方法验证发现#有
'

例尿沉渣镜检法阳性而尿沉

渣分析仪为阴性#尿沉渣镜检见有影红细胞或红细胞碎片#因

其产生的荧光强度弱#位于低荧光区#所以仪器不易检出'对

于
E,

例尿沉渣镜检法和尿沉渣分析仪均为阳性的标本应用相

差显微镜对血尿来源进行判断#且与尿沉渣分析仪进行比对#

发现尿沉渣镜检法判断血尿来源与尿沉渣分析仪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D

%

*(*E

&'而有研究表明尿沉渣分析仪对判断

肾小球来源血尿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临床符合率*

H

+

%而以仪器

红细胞提示信息为均一性以排除肾小球血尿的特异性较相差

尿沉渣镜检法略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E

&'需值得

一提的是目前大多使用的
/

O

"Q?U

系列的尿沉渣分析仪为流

式细胞术法#其判断肾性与非肾性血尿标准在某些专业杂志和

书籍有差错#高宪成*

$

+对于判断标准给予了较正确(全面的论

述'

综上所述#目前还没有一种尿红细胞检测方法是完美无缺

的#各方法由于原理以及影响因素不同检测结果均存在一定的

差异#尿沉渣分析仪自动化#以其简便(快速的优点而被广泛应

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快速筛选了尿液标本#避免了尿样积

压变质'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临床需求选择其中两种或以上

的方法对尿液进行检测#对于阳性标本均应进行尿沉渣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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