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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与人工显微镜检测

尿液细胞结果的比较与分析

谭明娟!梅燕萍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第一医院检验科!南京
1$###!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N6_7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的精密度以及与人工显微镜检测尿液中细胞结果的相关性%方法
"

同时用
)=?N6_7

和人工显微镜对尿液标本的红细胞&白细胞进行检测!并且分析计算两种检测方法的精密度和相关性%结果
"

红细胞计数在"

4+9

"

$"

$

i$#

!

#

]

之间时!

)=?N6_7

检测的批内不精密度"即变异系数!

2G

$为
+3$b

"

143%b

'白细胞的计数在

"

$#1!

"

$!

$

i$#

!

#

]

之间时!

2G

为
+3#b

"

1!3$b

%在细胞数为"

$$1%

"

11

$

i$#

!

#

]

之间的批间不精密度为
+31b

"

1$3+b

%

)=?N6_7

与人工显微镜检细胞计数的相关性良好"相关系数
F

$

#34"

$!但是
)=?N6_7

计数结果相对人工镜检的结果偏低!相关

方程的斜率分别为
#3%"4

"红细胞计数$和
#3%%!

"白细胞计数$%结论
"

总体上!

)=?N6_7

检测结果可信度较高!与人工检测结果

相关性良好%因此!大多数尿液标本不需要人工显微镜复检便可以发出检测报告%

关键词"尿沉渣'

"

设备和供应'

"

显微镜检查'

"

白细胞'

"

红细胞

!"#

!

$#3+4!4

"

5

367783$!9+:'$+#31#$13$"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

"

1#$1

$

$":$%%#:#+

""

干化学法检测尿液$试纸条法%以及识别计数尿液中的各

种成分是诊断和监测肾脏和泌尿道疾病常规方法'

$

(

)尽管自

动尿液检测系统已经应用于临床多年#但是由于自动检测仪器

存在局限性#一些尿液标本仍然需要人工显微镜复检'

1:+

(

)人

工法检测不但费时#而且由于样本准备计数过程中的差异性使

得精密度降低'

'

(

)为了提高检测的标准化#中华医学检验分会

,血液学和体液学会-建立了小于或等于尿液沉渣检查标准化

的建议
&

'

"

(

)由于临床每天大量的尿液标本需要检测#因此自

动尿液检测系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筛选工具)目前应用于临

床的自动检测系统主要有
1

类#一种是发展于
%#

年代的由内

置照相机自动拍摄的图像分析系统#根据尿液中各种有形成分

直径的的大小分类识别'

!

(

)另一种是发展于
4#

年代的根据流

式细胞术原理将尿液中各种有形成分分类检测'

9

(

)有文献报

道#这
1

个系统都曾与人工显微镜检做过系统精确的比对分

析'

'

#

%

(

#但是以前的图像分析系统主要的缺点在于需要操作者

连续监测图像#这便严重限制了检测的速度)近几年由匈牙利

$欧洲%

99VICODB=86OA.H7JCB6

@

AB6YFD

生产的
)=?N6_7

全自

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已应用于临床)

)=?N6_7

是一种自动的

图像拍摄分析处理系统#尿液样本经内置离心机离心后#由一

个内置的照相机通过一个内置的显微镜在样本的不同区域采

集图像#所有采集的图像都通过一个高质量的图像处理软件进

行处理#从而检测并进一步验证尿液中的有形成分)本文的目

的是对
)=?N6_7

全自动尿沉渣仪和人工显微镜检测尿液中主

要细胞粒子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精

密度和相关性)

A

"

材料与方法

A3A

"

尿液标本
"

尿液标本来自于南京市第一医院住院患者#

总共收集
"##

份新鲜尿液标本)选择富含红细胞和白细胞的

尿液标本#所有的尿液标本检测时无需稀释#同时进行人工和

自动尿沉渣仪检测)

A3B

"

)=?N6_7

全自动尿沉渣仪
"

)=?N6_7

全自动尿液分析

仪专门设计用于临床检验#是一种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

#31?]

尿液标本通过吸液管吸取到一次性有形成分计数池

中)含有尿液样本的有形成分计数池被送入内置的离心机#以

1###B

"

?68

离心
$#7

)使分布在样本中的微粒汇集到有形成

分计数池的底端#也就是显微镜焦距所在的位置一侧)离心之

后由一个内置的照相机通过一个内置的显微镜在样本的不同

区域采集图像#每个标本采集
$"

幅图像#显微镜的实际放大倍

数为
'##

倍)所有采集的图像都通过一个高质量的图像处理

软件进行处理#从而检测并进一步验证尿液中的有形成分)标

本的检测过程按照仪器的操作说明书进行)

A3C

"

人工显微镜检测
"

按照/尿沉渣检查标准化建议0的方

法'

"

(

#取混匀尿
$#?]

置刻度离心管中#以
$"##B

"

?68

离心
"

?68

)吸弃上层尿液
4?]

#留下
$?]

充分混匀#吸出
#31?]

注入
Z;R/:*V;e$#*

沉渣计数板内镜检#计数
$#

个大方格

内$体积
$

$

]

%红*白细胞数#再换算成个数"
$

]

报告)为了提

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每个标本充
1

个计数池#每个技师检测

一个计数池后再互检#最后取其平均数)

A3D

"

不精密度的检测
"

批内不精密度的评估是通过每个尿液

标本在收集当天连续进行
1#

次细胞计数)计算每个标本的均

值和变异系数$

2G

%#将细胞计数相近的尿液标本归为一组#每

组包括
"

个尿液标本的结果)将初细胞浓度大约为
+#i

$#

!

"

]

尿液标本用无细胞的尿液杯稀释后检测低浓度细胞时的

不精密度#每一浓度的标本连续检测
1#

次)批间不精密度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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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将戊二醛保存的人红细胞稀释后每天取一等份检测
1

次#连续检测
$1&

)

B

"

结
""

果

B3A

"

细胞浓度为
%+1

*

1$+

*

!'i$#

!

"

]

时#人工红细胞计数的

不精密度$由变异系数
2Gb

表示%分别小于
"3!b

*

%3'b

*

1$3%b

)人工尿液镜检细胞的精确度用直线回归方程表示#红

细胞的回归方程为
4a#344*['31

#白细胞的回归方程为
4a

#34%*[+3$

#二者回归方程中的斜率均接近于
$3#

#并且相关

性良好#

F

$

#349

)

B3B

"

)=?N6_7

全自动尿沉渣仪检测的不精密度
"

见表
$

)

)=?N6_7

全自动尿沉渣仪在检测大量红细胞$

!%!

"

4+9

%

i

$#

!

"

]

的
2G7

为
+3$b

"

"39b

#随着红细胞的浓度减低变异

系数相应变大)而白细胞检测的变异系数相对红细胞的要低#

大量白细胞$

94"

"

$#1!

%

i$#

!

"

]

的
2G7

为
13"b

"

+3!b

#同

样随着细胞浓度的降低变异系数增大)从图
$

可见在最低细

胞浓度时#红细胞
2G7

的接近
'"b

#而白细胞的
2G7

接近

'#b

)总之#

2G7

随着细胞浓度的降低而增加)蒋戊二醛保存

的人红细胞稀释成不同浓度#在细胞高浓度
$$1%i$#

!

"

]

时

)=?N6_7

检测的批间不精密度为
+31b

#随着细胞浓度的降低

不精密度变大#细胞浓度在
11i$#

!

"

]

时#不精密度为
1$3+b

)

表
$

""

)=?N6_7

全自动尿沉渣仪检测尿液中

"""

红&白细胞的批内不精密度

细胞种类 细胞范围$

i$#

!

%

2G

范围$

b

%

*2) !%!

"

4+9 +3$

"

"39

1'"

"

+"% +3"

"

%3"

$##

"

$'4 '3+

"

$'

$"

"

1# $'31

"

143%

P2) 94"

"

$#1! +3#

"

+3!

1"+

"

+4" '3'

"

!39

%#

"

$$4 +3!

"

$'31

$!

"

+$ $13"

"

1!3$

""

每一组细胞范围包含
"

个尿液标本#每个尿液标本在留样当天连

续测量
1#

次)

图
$

""

)=?N6_7

检测低浓度细胞的不精密度

B3C

"

相关性分析
"

)=?N6_7

全自动尿沉渣仪和人工显微镜

检测尿液标本中细胞结果的相关性如图
1

所示)从图上看#

)=?N6_7

全自动尿沉渣仪和人工显微镜检测红白细胞的相关

性良好#检测红白细胞的
F

值分别为
#34%+

和
#34"%

#

)=?N6_7

尿沉渣仪与人工显微镜检相比较呈现负向偏差#红细胞平均为

$139%b

#白细胞平均为
$$3%9b

)在这
$$"

个尿液标本中#有

9

个标本的细胞计数超出
4"b

可信区间)通过保留
)=?N6_7

检测的图像#人工对这些图像重新进行评估来分析导致差异可

能原因)其中
+

个标本红细胞计数存在偏差#其中
1

个标本计

数低#

$

个标本计数高)分析这些图像找出导致红细胞计数出

现差异的原因#有一下几种情况#异常红细胞形态比如影红细

胞和异型红细胞#被粘液丝和细菌遮住的红细胞#这些情况将

导致红细胞计数降低)椭圆形草酸钙结晶和酵母菌的单胞子

被误认为红细胞将导致红细胞计数假性增多)

)=?N6_7

检测

白细胞有
'

个标本存在偏差)其中
+

个标本低于真实值#主要

因为聚集白细胞$即白细胞团%和不规则白细胞以及被杂菌粘

液丝等覆盖未能识别而导致)有
$

个标本高于真实值#主要是

把肿胀的大红细胞误判为白细胞)

""

;

包含
""

个数据点#

4a#3%"4*c139#%

#

Fa#34%+32

包含
!%

个

数据点#

4a#3%%!*c#3!1'

#

Fa#34"%3

图
1

""

)=?N6_7

和人工显微镜计数尿液标本中

红细胞#

;

$&白细胞#

2

$的回归分析

C

"

讨
""

论

)=?N6_7

是一种自动的图像拍摄分析处理系统#尿液样

本经内置离心机离心后#由一个内置的照相机通过一个内置的

显微镜在样本的不同区域采集图像#所有采集的图像都通过一

个高质量的图像处理软件进行处理#从而检测并进一步验证尿

液中的有形成分)人工可以对所采集的图像中的错误标识重

新进行评估)并且
)=?N6_7

与
)=?N67>A8T]

$干化学分析

仪%连接#可以对尿液中的各种成分进行连续性的分析)

)=?N6_7

检测的批间不精密度在细胞浓度$

$$1%

"

11

%

i

$#

!

"

]

时#

2G7

为
+31b

"

1$3+b

)同样
)=?N6_7

检测尿液标

本的批内不精密度在高细胞浓度时
2G7

较小#而在细胞浓度

降低时
2G7

增大)在细胞浓度接近于正常时#红细胞在$

$"

"

1#

%

i$#

!

]

#

2G7

变化范围为
$'31b

"

143%b

#白细胞在$

$!

"

+$

%

i$#

!

]

#

2G7

变化范围为
$13"b

"

113$b

)从图
$

可见#

在最低细胞浓度时#红细胞
2G7

的接近
'"b

#而白细胞的
2G7

接近
'#b

)总之#

2G7

随着细胞浓度的降低而增加)总体上#

与其他尿沉渣仪比较#

)=?N6_7

检测的精密度比较满意'

%:4

(

)

从检测结果看#

)=?N6_7

检测与人工检测的相关性良好#检测

的相关系数红细胞
Fa#34%+

#白细胞
Fa#34"%

)但是#总体上

)=?N6_7

检测的结果低于人工显微镜检)通过保留
)=?N6_7

检测的图像#对每一个标本的
$"

张图片重新人工分析)导致

)=?N6_7

检测的结果偏低的主要原因为真实成分标识不全#

对于仪器本身主要由于照片拍摄的不清晰#部分有形成分未被

拍到&对于尿液而言#细胞形态异常以及细胞团#大量的粘液

丝*细菌*结晶等覆盖有形成分而未被识别#这些原因都可能导

致结果偏低#或出现假阴性结果)而异常成分$结晶*酵母菌单

孢子%被误判为细胞#将导致结果偏高#或呈现假阳性)根据目

前已有的报道#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全自动尿液沉渣仪对这些

情况$结晶*酵母菌等%均存在错误的判断'

+

#

$#

(

)

总之#

)=?N6_7

对于尿液中红细胞*白细胞检测结果比较

满意#并且与人工显微镜检的结果相关性良好)基于作者对检

测结果的分析#绝大多数自动检测到的红细胞*白细胞结果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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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人工复评便可以发出检测报告)而对于有形成分浓集或

形态异常的标本#以及尿液含有结晶或酵母菌的尿液标本#需

要人工对仪器所拍摄的图像重新进行评估#必要时人工显微镜

检才能发出检测报告)

参考文献

'

$

( 常正江#雷水娟
3

尿沉渣检测对肾脏疾病诊断的临床意义'

\

(

3

青

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

#

19

$

1

%!

4':4!3

'

1

( 朱志勇
3

尿液分析进展'

\

(

3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444

#

11

$

$

%!

$4:

1$3

'

+

(

QDD6

M

CB)

#

,HNCB;*3fHA8D6DAD6KCHB68C

@

ABD6>ICA8AI

G

767

!

68DC

M

BA:

D6KCA

@@

B=A>EF=BDEC=

@

D6?AI>=?N68AD6=8=FAHD=?AD6=8L6DEXZ:

$##A8&?6>B=7>=

@

6>BCK6CL L6DEYQU;>CII>EA?NCB

'

\

(

3)I68

)EC?

#

1##+

#

'4

$

'

%!

!$9:!1+3

'

'

(

VI68*\

#

,=77C686\.

#

YC7D8CB\

#

CDAI3)=?

@

AB67=8=FAHD=?ADC&

A8&?A8HAI?CDE=&7F=BHB68AI

G

767

'

\

(

3;?\)I68WADE=I

#

$4%!

#

%!

$

!

%!

9+$:9+93

'

"

( 丛玉隆
3

尿液沉渣检查标准化的建议'

\

(

3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1##1

#

1"

$

'

%!

1'4:1"#3

'

!

(

eC68&=BFCBZ,

#

-A8

M

LCB\*

#

]A6B&)P

#

CDAI3/ECSCII=L(*(RH:

B68AI

G

767L=BO7DAD6=8

!

DECF6B7D>=??CB>6AIA

@@

I6>AD6=8=FAHD=?A:

DC&68DCII6

M

C8D?6>B=7>=

@G

'

\

(

3)I68 )EC?

#

$4%"

#

+$

$

4

%!

$'4$:

$'443

'

9

(

,

G

=&=/

#

YH?A8=Y

#

,A

M

A.

#

CDAI3eCDC>D6=8=F

M

I=?CBHIABA8&

8=8:

M

I=?CBHIABBC&NI==&>CII7N

G

AHD=?ADC&HB68AB

G

7C&6?C8DA8:

AI

G

JCB

'

68\A

@

A8C7C

('

\

(

306

@@

=8\68J=-AOOA6RE6

#

$44"

#

+9

$

$

%!

+":

'+3

'

%

(

QOA&A,

#

RAOA6S

#

YALANADA-

#

CDAI3;HD=?ADC&HB68AI

G

767

!

CKAI:

HAD6=8=FDECR

G

7?C_XZ:"#

'

\

(

3;?\)I68WADE=I

#

1##$

#

$$"

$

'

%!

!#":!$#3

'

4

( 齐振普#张敏#路爱丽#等
3XR:1#1";

尿沉渣分析仪临床应用的评

价'

\

(

3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

+1

$

$9

%!

1#$':1#$"3

'

$#

(温立鸿
3XZ:$###6

尿沉渣自动分析仪与显微镜检查结果比较及

复检规则的建立'

\

(

3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

+1

$

'

%!

"#!:"#%3

$收稿日期!

1#$1:#$:#%

%

!检验仪器与试剂评价!

/WW;

联合
/*XR/

法在检测梅毒中的临床对比研究分析

余宝珠

"广东省惠州市皮肤病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WW;

$联合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XR/

$在梅毒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

采用
/*XR/

&

/W:V](R;

以及
/WW;

联合
/*XR/+

种方法检测
%4%

例临床诊断疑似为梅毒的患者血清'比较
/WW;

联

合
/*XR/

检测法与
/*XR/

&

/W:V](R;

检测效果%结果
"

/W:V](R;

法&

/*XR/

法联合
/WW;

的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4+3'1b

与
4'391b

!敏感性分别为
4#3!'b

与
443$"b

!与
/*XR/

阳性预测值与敏感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3#"

$%结论
"

梅毒血清

学检查中
/*XR/

法联合
/WW;

检测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关键词"梅毒'

"

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实验'

"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实验

!"#

!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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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

"

1#$1

$

$":$%%1:#1

""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所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性交传播

是其主要的传播方式)研究统计发现#本病发病率在中国呈不

断上升的趋势'

$

(

)因此#在临床手术与输血前进行梅毒血清学

检查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的检测项目)目前国内外主要的检测

手段是梅素抗体检测#其中
/WW;

法被临床检验界广泛的采

纳)本文就
/WW;

联合
/*XR/

法进行对照试验#希望能够为

临床梅毒检测提供有力的检测试验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3A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

月至
1#$$

年
$1

月在本院临

床疑似为梅毒的患者
%4%

例)其经临床确诊为梅毒阳性的患

者有
+1"

例#梅毒阴性患者
!!+

例&梅毒
+1"

例血清阳性患者

中#年龄为
$1

"

%'

岁#平均年龄
'$

岁#男
$1%

例#女
$49

例#两

者的比例
$̀ $3"

)

A3B

"

试剂
"

/W:V](R;

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试剂盒由上海科

华生物工程公司生产#

/WW;

试剂盒为日本瑞必欧株式会社产

品#

/*XR/

试剂盒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酶标

仪和洗板机为雷杜公司的
*/:!###

型和
*/:+###

型)根据试

剂说明书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实际的操作)

A3C

"

仪器
"

酶标仪$奥地利
;8DE=71#$#

型%和洗板机$奥地

利
;8DE=7FIH6&=

型%#梅毒自动旋转仪$姜堰市天力医疗器械

/]1###;

型%)所有仪器参数都在正常使用范围内#各仪器的

使用操作均按说明书进行)

A3D

"

方法
"

依据试剂操作说明#采用双抗原法进行实际操作)

对梅毒患者进行筛查#所得结果以酶标仪的记录结果为标准#

进行检测记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则将血清进行原倍稀释#稀

释浓度分别为
$̀ 1

*

$̀ '

*

$̀ %

等梯度)通过临床检测进行结

果判定'

1

(

#对出现
/W:V](R;

阳性且
/*XR/

阴性的标本则将

检测的血清进行倍数稀释重新进行检测#以排除由于浓度误差

而造成的假阳性结果)依据操作说明#

/W:V](R;

及
/*XR/

两种方法均设置阴性及阳性对照组)按照卫生部临检中心发

放的质检规则严格操作'

+

(

)

A3E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RWRR$+3#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建

立
%

1 试验数据分析对照)

B

"

结
""

果

B3A

"

+

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

%4%

例标本中
/W:V](R;

法检

出
1"+

例阳性#阳性检出率为
1%3$9b

#经证实阳性
1+1

例)通

过检测研究分析显示!

%4%

例患者的血清检测过程中#

/W:

V](R;

*

/*XR/

*

/WW;

联合
/*XR/

分别检测出
1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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