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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影响临床检验尿液标本分析前的因素及对策&方法
!

用
Xb"2,/

建立数据库管理系统&对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2+

例住院患者不合格尿液标本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分析影响因素并探讨解决方法&结果
!

采样时间

不当%标本受污染%患者未规范准备是影响分析前质量的前
+

位因素&结论
!

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是尿液质量控制的关键因

素!尿液标本分析前质量控制是强化全面质量保证的必要环节和确保结果准确及时的前提!需要检验工作者%临床医护工作者和

患者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关键词"尿液分析#

!

质量控制#

!

影响因素

!"#

!

)/,+$2$

"

7

,899:,)26+#-)+/,*/).,)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6+#-)+/

"

*/).

$

)6#*.25#/+

!!

尿液检验是临床常用的检验项目#对疾病诊断及治疗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为了提高尿液检验质量#必须建立质量控制体

系#将检验流程分为分析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质量控制'

)

(

)

虽然采集尿液标本作为分析前质量控制看似比较容易#但是临

床上常出现检验结果与临床症状不相符的情况#这就要求检验

人员及时与临床医护人员及患者沟通#掌握好尿液检验实验前

影响因素#否则将影响尿液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本文

就影响尿液标本检验的因素进行了探讨)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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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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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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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患者的不合格尿液标本#对其分析前质量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

C,D

!

方法
!

分析影响尿液检验前质量的因素#制定不合格样

本标准#对送检不合格样本进行登记并统计分析)发现常见影

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采样时间不当!如浓缩稀释实验

排尿间隔时间不准确%$

*

&标本受污染!样本受白带*月经*粪便

等污染%$

+

&患者未规范准备!女性未清洗外阴等%$

-

&延迟送检

样本!常规样本超过
*K

等%$

.

&标本量过少!常规样本少于
)/

%W

'

*

(

%$

2

&其他原因致标本不合格等
2

类)

C,E

!

统计学处理
!

研究中所得到的相关数据采用
P"PP)6,/

统计学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显

著性检验水准为
*

o/,/.

#双侧检验)

D

!

结
!!

果

D,C

!

影响尿液检验分析前质量的因素
!

采样时间不当*标本

受污染*患者未规范准备是影响分析前质量的前
+

位因素#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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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讨
!!

论

尿液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不仅依赖于仪器的准确性#更依

赖检验人员与临床医护人员及患者的配合)检验分析质量控

制除了会影响检验结果#也会对临床诊断结果产生影响'

+

(

)有

研究发现#在临床反馈的不满意检验报告中#大约
5/3

同标本

质量未满足要求有很大关系'

-

(

)尿液标本由于分析前影响因

素较多#分析前的质量控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所以及时与临

床医护人员沟通#引导患者正确留取尿液#对标本分析前的质

量控制和保证检验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C

!

实验室分析前的影响因素

E,C,C

!

采样时间不当
!

临床实践中#尿检的目的是不同的#故

而采集的类型就有所不同#大致分为晨尿*餐后尿*计时尿等)

由于病因不同#标本留取时间有不同要求#患者不能够合理掌

握采样时间#是造成标本不合格最常见因素)如传统观念认为

晨尿最佳#但部分标本例如儿科*骨科*神经内科标本由于各种

因素从留取至检验
*K

内不能完成#因此强调采用二次晨尿%

女患者留取标本受月经影响%儿童肾病患者留取晨尿受输液及

饮食影响%尿糖分析标本#须留取空腹尿%妇科早期妊娠诊断和

疑诊肾脏患者#须留取清晨第一次尿%若标本仅用于有形成分

检查#宜使用第一次晨尿样本#因尿液在体内经过浓缩且偏酸#

特别在泌尿系统感染的情况下#细菌在膀胱内停留时间长#白

细胞*管型等有形成分形态较为完整)但第二次晨尿更有利于

尿液有形成分检查)

E,C,D

!

标本受污染
!

儿科*老年病科*神经内科患者#由于受

年龄*疾病及教育程度等因素限制#常出现用容器留取标本后

倒入尿杯的情况#导致尿液样本污染#留取样本过程中#骨科*

神经内科患者受体位制约#尿液样本易受到粪便*白带污染%泌

尿外科患者长期使用导尿管患者#在留取小量尿标本进行微生

物病原学检测时#应当消毒导尿管后#使用无菌注射器抽取标

本送检)留取大量尿标本时$此法不能用于普通细菌和真菌学

检查&#可以从集尿袋中采集#避免打开导尿管和集尿袋的接

口)某些检查标本需加防腐剂#做细菌培养的标本需使用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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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留取尿培养标本#用非无菌容器留取尿培养标本将使样本

受污染)

E,C,E

!

患者未规范准备
!

留取尿标本前应避免食用大量肉

类*高蛋白类易使尿液偏酸性食物和大量蔬菜*水果$含钾*钠&

等易尿液偏碱性食物)留取尿标本前
+>

需禁服溴化物*碘化

物等药物#以防出现假阳性反应)作尿糖检查时应留取空腹

尿#对女性患者应先清洗外阴后留取中段尿#月经期不作尿化

验检查)

E,C,H

!

样本量过少
!

儿科及老年病科患者由于年龄因素影

响#

)K

尿液有形成分计数时会出现样本量过少#比重计法检

测尿比重时如尿量太少不足以浮起比重计#将无法检测)

)K

尿液有形成分计数#是计数
+K

内尿中细胞*管型的数量#再换

算为
)K

的排除量#故需准确留取
+K

内全部尿液#否则影响计

数结果准确性)

E,C,I

!

延迟送检样本
!

尿标本放置时间过长磷酸盐等结晶可

析出而干扰镜检*某些化学物质如尿素分解产氨*尿胆原可因

光分解而减弱转为尿胆素*细菌增殖和腐败等多种因素均可使

尿色加深*浑浊度增高)尿中白细胞增高可能与样本放置时间

过长有关'

.

(

)

E,C,J

!

其他原因致样本不合格
!

送检标本应条码清晰完整#

受血液及粪便等污染的条码无法被条码仪读取)转运人员由

于粗心大意或文化水平较低等原因#致使条码与样本张冠李戴

的情况也偶有发生#从而对样本质量产生影响)

由于检测项目不同#对样本留取时间及样本量有不同要

求#准确掌握样本留取时间*样本量及特殊检查的注意事项等

需医护人员及时告知患者#这就需要需检验人员不定期对医护

人员进行培训#同时开展相关知识讲座吸引患者共同参与#对

尿液样本留取前的饮食*情绪*卫生等及如何避免样本受污染

等对患者进行相关知识介绍)就当前临床工作来看#依然是薄

弱环节之一#需要不断改进与完善'

2

(

)

尿液检验是临床检验三大常规之一#是检验医学中重要的

检测项目#为临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数

据'

6

(

)合格的尿液标本是高质量检验结果的前提#标本检验前

的质量控制在整个样本分析过程中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医护

人员及患者必须了解各种影响检验结果的因素#充分了解某些

非疾病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树立,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尿样

本不如不检验-的思想'

5

(

)对提高标本质量*正确评价检验结

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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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培养方法联合检测在女性生殖道支原体感染中的应用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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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联合应用固体和液体培养方法!探讨其在解脲支原体"

e=

$和人型支原体"

!K

$检测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

用液体与固体培养法对临床
+-/

例疑似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患者标本进行检测&结果
!

液体培养法阳性率为
.*,)3

!其中

单纯
e=

感染
-*,-3

!单纯
!K

感染
*,23

!混合
e=g!K

感染为
6,)3

&固体培养法阳性率为
-+,.3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药敏实验显示对美满霉素和强力霉素最为敏感&结论
!

两种培养方法联合检测!能够准确鉴定与培养
e=

与

!K

!同时能够排除由于细菌污染所导致单纯液体培养中产生的假阳性现象&

关键词"解脲支原体#

!

人型支原体#

!

固体培养#

!

液体培养#

!

泌尿生殖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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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是引起人类泌尿生殖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是能在

无生命培养基中生长繁殖的最小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可引起女

性阴道炎*宫颈炎及不孕症等'

)

(

)所以#如果能够准确检测人

型支原体$

!K

&和解脲支原体$

e=

&将对临床临床诊断和治疗

有非常大的帮助)已有的文献报道表明#支原体培养应当包括

液体增菌和固体平板培养这
*

个步骤才算完整'

*

(

#但是目前临

床上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单一的液体培养法#用于
e=

和
!K

的

培养检测)仅仅通过第一步的培养结果#从而报告支原体感染

的阳性或者阴性是不严谨的#非常容易造成临床上的误诊*误

治#应引起医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所以联合应用液体培养法

与固体培养法检测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两种方法联合检测的

临床意义进行了探讨分析#现将本研究的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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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妇产

科门诊就诊的女性患者#这些患者均为疑似生殖道支原体感

染#共
+-/

例#年龄
**

!

.2

岁)

C,D

!

标本采集
!

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采集#由临床医

生取宫颈或阴道后穹窿分泌物立即送检)

C,E

!

仪器与试剂
!

选用普通的光学显微镜$

1̀ *)

奥林巴斯&

与
b̂).)eX1\

*

培养箱)支原体固体培养平板由中山达安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2

卷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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