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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尿液流水线尿沉渣分析仪检查结果复检规则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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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尿液干化学%有形成分检查和显微镜镜检结果的综合分析!探讨尿液中红细胞%白细胞%小圆上皮细胞

及管型检查结果之间的差异!制订合理的显微镜复检规则$方法
!

随机选取
",I#

例患者新鲜中段尿液标本!分别用
L

A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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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不离心显微镜镜检进行有形成分分析%用
\L2&##

尿干化学分析仪进行尿液干化学分析!并对红细胞!白

细胞%小圆上皮细胞及管型的检测结果统计分析$结果
!

",I#

份标本复检率为
$&+1a

!以管型复检为主!小圆上皮细胞次之!红

细胞复检率最低$结论
!

\P2!##/

尿沉渣分析仪复检率较高!只能作为一种筛查工具$实验室有必要建立适当的显微镜复检规

则!以保证尿液常规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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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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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心显微镜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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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成分分析包括尿液干化学分析和尿液沉渣分析#其反

映机体的代谢情况#不仅有助于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和病情监

测#对内分泌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断及辅助诊断也有重要

的临床价值)随着尿液干化学分析和尿沉渣分析仪的普及#尿

液检查自动化的程度和监测速度也不断提高)尿液检查流水

线的使用大大提高检测速度#但是尿液干化学分析仪和尿沉渣

分析仪的测试体系存在差异!干化学反应存在反应的局限性和

或干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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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基于荧光染色的

原理使尿液中有形成分染色后量化的细胞表面及内部的信息#

通过光的强度参数#分析和量化各个有形成分)但是实际上尿

液有形成分形态*大小多变导致光强互相交叉#从而造成有形

成分检查结果的假阴*阳性比较高)因此#两种检测系统的检

查项目存在假阴*阳性'

"

(

#需要以显微镜镜检为判断标准#通过

显微镜镜检进一步确定)为了提高尿液分析的检验质量#规范

操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合理的显微镜复检规则是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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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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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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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分析仪及配套试纸条*质

控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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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原装配套

高*底值质控品*普通光学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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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来源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或

各区病房的新鲜中段尿标本
",I#

份)其中
"###

份用于建立

复检规则#

,I#

份用于规则验证)

=+?

!

方法
!

随机留取标本#专人负责标本处理#并于
&:

内完

成检测#结果以显微镜镜检为准)

=+?+=

!

尿液干化学*尿沉渣镜检*尿沉渣分析的阳性判断标

准
!

以显微镜检查结果作为临床评价标准#分别对尿干化学分

析仪和尿沉渣分析仪进行比较)尿沉渣镜检!未离心尿液非染

色检验法检验参考标准为红细胞$

Ô H

%*管型$

H(L3

%*小圆上

皮细胞$

LOH

%均为$

#

至偶见%"

*K

#白细胞$

_̂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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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的
Ô H

*

_̂ H

*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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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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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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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参考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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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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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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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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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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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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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

,-

%"

*K

#

H(L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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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小圆上皮细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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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测结果超过此范围为阳性)互相组合建立初步复

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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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检规则的验证
!

选取阳性或潜在阳性的标本
,I#

份

进行
,

种方法的检测#以显微镜检查的结果为准#评估该复检

规则的真假阳性率和真假阴性率及复检率)以评价此复检规

则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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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LKLL""+#

统计软件做统计

分析)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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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自动化分析的显微镜复检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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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

析仪和
\L2&##

尿干化学分析仪的检测结果#与显微镜镜检结

果相比较#如果均为阴性或均为阳性而且阳性量级相当时#结

果的相符性很好#不需要复检&下面情况需要复检#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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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自动化分析的显微镜复检规则

\P2!##/

尿沉渣分析结果
\L2&##

尿干化学分析结果 显微镜镜检

Ô H

与
V̂R

*

_̂ H

与白细胞酯

酶$

VQ\

%结果不匹配
标本涂片镜检

F

病理管型$

H(L3

"

K+H

%超过正

常范围
任何结果 标本涂片镜检

LOH

超过正常范围 任何结果 标本涂片镜检

VQ\

对
_̂ H

#

Ô H

对
V̂R

#

KOe

对
H(L3

量级相差
&

级

以上

F

标本涂片镜检

Ô H

阳性#信息未分类 任何结果 标本涂片镜检

KOe

%

&d H(L3

或
K+H

阴性 标本涂片镜检

黏液丝阳性且沉渣与干化学结

果不匹配
标本涂片镜检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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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F

表示无该项结果)

>+>

!

复检规则验证的结果
!

评估该复检规则的真假阳性率和

真假阴性率及复检率见表
&

)

\P2!##/

检测尿液有形成分

Ô H

*

_̂ H

*

H(L3

*

LOH

的假阳性率各为
1+!a

*

",+"a

*

,I+"a

*

&%+$a

#假阴性率各为
#a

*

#a

*

1+"a

*

!+&a

)复检

率
$&+1a

)

$

个检测参数总的假阴性率
"+,a

$

!

"

,I#

%#满足复

检评判标准假阴性率小于
!a

的要求#且出现假阴性的
!

例病

例里没有严重的*活动性的肾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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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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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显微镜检查尿液

!!!

各参数的结果分析#

,

$

项目 镜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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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阴性

\L2&##

阳性 阴性

Ô H

阳性
-, -, # !, &$

阴性
,"1 &$ &%, "I &I!

_ Ĥ

阳性
1- 1- # 1& "$

阴性
,#$ $# &-$ "- &1I

H(L3

阳性
&# ,% , F F

阴性
,-# "&% &#% F F

LOH

阳性
," ,- & F F

阴性
,$% 11 "I! F F

!!

注!

F

表示无该项结果)

?

!

讨
!!

论

对尿液显微镜检测是最早使用的*公认的尿液有形成分的

检测方法#而尿液检查流水线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检测的速度与

效率'

&

(

)由于尿液有形成分的复杂性*不稳定性#尿液沉渣检

查原理的局限性&尿液干反应的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尿液的沉

渣和干化学的结果不匹配#可信性降低#必须要进行尿液沉渣

显微镜复检)为了使
\P2!##

尿沉渣分析仪得到合理应用#提

高工作效率#并能对异常结果标准化*规范化复检#最大可能地

避免假性的结果#确定尿液有形成分显微镜复检规则是有必

要的)

尿液沉渣检查或干化学检查都存在反应的指向性和局限

性!尿干化学反应里的
VQ\

反应是与中性粒细胞反应#葡萄糖

尿或高比重尿会降低检验结果&尿潜血反应对血红蛋白和肌红

蛋白敏感#高比重尿会降低灵敏度#同时分泌物污染也会造成

假阳性)尿蛋白质反应对多种蛋白质呈阳性反应#对清蛋白最

灵敏#但对于高度缓冲的碱性尿有可能假阳性&尿液沉渣检查

通过流式细胞技术$

PHM

%获得细胞前散射光及前向荧光的强

度参数#从而分析尿液中的有形成分)但仪器设定的光强度及

其在散射图中的分布区域是固定的#因此会造成各成分互相交

叉#出现假阴阳性)

本研究对
,I#

例阳性或潜在阳性的标本进行规则验证#经

分析得出结论)$

"

%

\P2!##/

尿沉渣分析与
\L2&##

尿干化学

分析结果相匹配的项目均为阴性或均为阳性且量级相当时#不

需要复检&$

&

%

\P2!##/

沉渣分析仪的
Ô H

*

_̂ H

假阴性率很

低$表
&

%#当
\P2!##/

测得此两项为阴性#而干化学结果为阳

性时#需要镜检复检鉴别!

Ô H

方面可能尿液中存在过类氧化

物酶的物质#与血红蛋白一样具有相同的氧化色原的作用#从

而造成潜血试验假阳性&

_̂ H

方面可能是中性粒细胞破碎引

起)$

,

%

\P2!##/

沉渣分析仪的
Ô H

*

_̂ H

为阳性#而干化学

结果为阴性时#必须复检鉴定!

Ô H

方面因素一般是尿液中存

在大小形状与
Ô H

相近的结晶*细菌团或真菌#如草酸钙结晶

或非定型结晶&

_̂ H

方面因素一般是尿液中的
_̂ H

以淋巴

细胞*单核细胞为主#也有可能存在体积较小的
LOH

)$

$

%尿

液
LOH

增加#常见于肾小管损坏或尿酸代谢障碍#

\P2!##/

沉

渣检查
LOH

假阳性率较高#仅次于
H(L3

$表
&

%#

LOH

阳性时

需要复检!引起假阳性的因素多见于聚集的
_̂ H

*

Ô H

*

LO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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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渣检查
H(L3

"

K+H

阳性#不管干化学检查的

KOe

结果如何#都要复检)在尿液的有形成分检查里#

H(L3

假阳性率最高#为
,I+"a

#造成
H(L3

假阳性的因素有很多!

大量
Ô H

*

_̂ H

或细菌成串通过检测孔时#易被误判&大量上

皮细胞翻折扭曲通过检测孔时#易被误判多#见于女性患者&

某些结晶堆积类似于
H(L3

'

,

(

&$

-

%黏液丝易被误判为透明

H(L3

#当黏液丝大量存在时#其电阻强度和透明
H(L3

接近

而导致假阳性'

$

(

#因此#黏液丝阳性且且沉渣与干化学结果不

匹配时#检测结果不可靠#必须复检'

!2-

(

&$

1

%当非定型结晶*细

菌黏附在黏液丝或纤维等类
H(L3

物时#易被误判为
H(L3

"

K+H

)同时#由于尿沉渣分析仪不能区分
H(L3

的种类#凡是

提示
H(L3

阳性的标本#都必须显微镜镜检以明确
H(L3

的

类型)

有的尿沉渣分析仪#例如
TY&##QVT3Q

尿液显微镜镜检

系统#采用影像分析术和自动粒子识别系统原理#仪器将未离

心尿液标本#先用
HHR

数字摄像机自动捕获
!##

幅照片#然后

进行数字化图形分析#与仪器储存的
&-###

幅图像的诊断粒

子识别软件进行比较#最后定量报告尿液
"&

种有形成分的数

量)这种原理得到的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偏差#需要检验人员

在成像系统里翻查标本的细胞图像#以确定有形成分的正确

归类)

由此可见#通过建立合理的尿液有形成分分析流水线的复

检规则#可以在充分发挥尿液检查自动化分析优势的同时#又

能指导临床检验操作规范化*标准化#提高检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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