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对于乙肝患者在进行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实

施病毒学检测"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其疾病诊断准确性"可

为乙肝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对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着非常

重要的临床意义"值得进一步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

'

* 窦裁凤
/[G79

B

(

[G=9

B

(

[GQ"XY9

定量(乙肝基因分型

检测及核苷类似物抗病毒疗效在
[GQ

相关性肝病中的

临床研究分析)

X

*

/

长春!吉林大学"

+('4

!

)",/

)

+

* 贾继东"李兰娟
/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

+('(

年版'

)

K

*

/

临床肝胆病杂志"

+(''

"

+*

%

'

'!

''2"'+,/

)

2

* 卢利霞"王颖"陆小军"等
/

拉米夫定对使用化疗或免疫抑

制剂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和耐药性研究)

K

*

/

四川

大学学报!医学版"

+(''

"

4+

%

-

'!

)))")*'/

)

4

* 李新红
/

某钢铁企业
25),

名工人乙型肝炎病毒学检测

结果分析)

K

*

/

社区医学杂志"

+(''

"

5

%

+2

'!

45"-(/

)

-

* 徐东平
/

乙型肝炎病毒的病毒学特点及其临床意义)

K

*

/

解放军医学杂志"

+((5

"

24

%

)

'!

)--")-,/

)

)

* 葛珂"鲍艳婷"郑良达"等
/

基线
[G79

B

定量值预测聚乙

二醇干扰素
*

"+A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

K

*

/

浙江预防

医学"

+('4

"

+)

%

''

'!

'(,-"'(,,/

)

*

* 吴华峰"刘琦"刘立亚"等
/

恩替卡韦长期治疗拉米夫定失

效的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观察)

K

*

/

中国药房"

+('4

"

+-

%

4(

'!

2*,2"2*,-/

)

,

* 王文真"卢丽霞"李大江"等
/@EY:'

及
PF̂ 4

基因多态

性对慢性乙型肝炎核苷类似物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

)

K

*

/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4

"

4-

%

)

'!

5-("5--/

)

5

* 刘锋"朱利红"孔亚兰"等
/

替比夫定联合阿德福韦酯治疗

阿德福韦酯应答不佳的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阳性慢性乙

型肝炎患者)

K

*

/

华西医学"

+('+

"

+*

%

'

'!

'("'2/

)

'(

*孙奎霞"李杰"庄辉
/[G79

B

和
[G=9

B

定量检测技术与

[GQXY9

相关性研究进展)

K

*

/

中国病毒病杂志"

+('+

"

+

%

2

'!

'*2"'*,/

)

''

*蔡艳萍"朱清静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

的病毒学突破与耐药情况分析)

K

*

/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

2+

%

)

'!

4-+"4--/

)

'+

*李红春"郭洪君"孙化"等
/

病毒学检验在乙型肝炎患者中

的实施结果分析)

K

*

/

航空航天医学杂志"

+('-

"

+)

%

2

'!

+5+"+52/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2"(4

'

"

!

通讯作者)

!"#$%&

!

'(*2()*+2

!..

/01#

#

!临床研究!

尿常规检查对尿路感染的诊断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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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婧!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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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魏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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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尿干化学中白细胞酯酶"

V!S

$&亚硝酸盐"

YI:

$!尿有形成分计数中白细胞计数"

ZGE

$&细菌计数

"

G9E:

$与尿路感染之间的关系!探讨尿常规检查对尿路感染的诊断价值%方法
!

以尿培养阳性为金标准!对
+((

例疑似尿路感

染的患者进行尿常规检测!同时取中段尿做细菌培养%分析尿常规检查中
V!S

&

YI:

&

ZGE

&

G9E:

与尿路感染的关系%结果
!

尿常规
V!S

&

YI:

&尿
ZGE

&

G9E:

的敏感性分别为
-,/,3

&

4*/(3

&

,+/43

&

54/'3

!特异性分别为
))/*3

&

5)/53

&

+*/43

&

2)/43

!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4*/)3

&

,,/53

&

2)/,3

&

42/+3

!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53

&

*,/(3

&

*-/(3

&

5+/23

%结论
!

在临床

中!应用尿常规
YI:

测定!其特异性较高!且阳性预测值高!阳性结果较为可靠%应用尿沉渣
G9E:

测试时!其阴性结果较为可

靠!将这
+

种手段综合使用!能有效辅助临床对尿路感染的筛查%

关键词"尿常规#

!

白细胞酯酶#

!

亚硝酸盐#

!

白细胞#

!

细菌计数#

!

尿路感染

!"#

!

'(/25)5

$

6

/%778/')*2"4'2(/+(')/'4/(2,

文献标识码"

9

文章编号"

')*2"4'2(

"

+(')

$

'4"'554"(+

!!

临床常将尿培养作为诊断尿路感染%

S:I

'的金标准"但其

耗时较长"一般需要
+

"

2<

才能得到最终结果"且费用较高"

会对患者的早期及时诊断造成一定影响"并给患者带来沉重的

经济负担#尿常规检查快速(便捷且价格相对便宜"本研究以

尿培养结果阳性作为金标准"对本院收治的
+((

例尿路感染患

者尿常规中的白细胞酯酶%

V!S

'(亚硝酸盐%

YI:

'(白细胞计

数%

ZGE

'(细菌计数%

G9E:

'四项指标进行了分析"以探讨尿

常规检查对尿路感染的快速诊断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泌尿科于
+('4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2'

日收治的疑似尿路感染患者共
+((

例#其中男
'')

例"

女
,4

例#年龄
'

"

,,

岁#

?/@

!

仪器与试剂
!

使用迪瑞
gSH"+(((

尿常规检测一体机#

全部使用原厂试剂"原厂质控"保证室内质控在控#

?/A

!

方法
!

每位患者取清洁中段尿"进行尿细菌培养及鉴定"

其中检出
2

种以上细菌的样本"被视为因污染而剔除#并对比

同期的尿常规结果#尿常规阳性的判断标准为!尿
V!S

非阴

性"

YI:

阳性"尿沉渣
ZGE

&

+,

个$
%

V

"

G9E:

'

*

个$
%

V

#

@

!

结
!!

果

@/?

!

尿液病原菌分布
!

+((

份尿标本中"细菌阳性者为
),

份"阳性率为
243

"真菌阳性者
4

份"占
)3

#在
),

份细菌阳

性的标本中"检出革兰阴性杆菌
)(

株"占
,,3

"其中大肠埃希

菌
-)

株"占
,+3

"革兰阳性球菌
,

株"占
'+3

#

@/@

!

尿
V!S

与
ZGE

的诊断结果
!

+((

份尿液标本中"

V!S

非阴性的共
,4

份"

ZGE

'

+,

个$
%

V

的共
'-+

份"见表
'

#

@/A

!

尿
YI:

和
G9E:

的诊断结果
!

尿
YI:

阳性的标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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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

V

的标本共
'4,

份"见表
+

#

表
'

!!

尿
V!S

及
ZGE

诊断
S:I

的敏感性(

!!!

特异性及预测值

尿常规

指标

培养阳性

数%

'

'

培养阴性

数%

'

'

敏感性

%

3

'

特异性

%

3

'

阳性预测

值%

3

'

阴性预测

值%

3

'

V!S

!

阳性
4( 44 -,/, ))/* 4*/) *-/5

!

阴性
+, ,,

ZGE

!

阳性
-) 5) ,+/4 +*/4 2)/, *-/(

!

阴性
'+ 2)

表
+

!!

尿
YI:

及
G9E:

诊断
S:I

的敏感性(

!!!

特异性及预测值

尿常规

指标

培养阳性

数%

'

'

培养阴性

数%

'

'

敏感性

%

3

'

特异性

%

3

'

阳性预测

值%

3

'

阴性预测

值%

3

'

YI:

!

阳性
2+ 4 4*/( 5)/5 ,,/5 *,/(

!

阴性
2) '+,

G9E:

!

阳性
)4 ,4 54/' 2)/4 42/+ 5+/2

!

阴性
4 4,

A

!

讨
!!

论

!!

尿路感染是临床常见的一种疾病"其诊断的标准是临床症

状结合细菌培养)

'

*

"但细菌培养耗时较长且价格较高#因此若

有一种方法能快速诊断尿路感染"同时价格低廉"或可辅助临

床医生尽早诊断并及时给予患者适当的治疗"同时大大减轻患

者的经济负担#尿常规检验方便快捷且价格较低"但其准确性

仍受到争议)

+

*

#本研究选择了尿常规中与尿路感染关系密切

的指标作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尿常规检测对尿路感染的诊断

价值#

本研究细菌培养阳性的标本中"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要致

病菌"占
,,3

"其中又以大肠埃希菌为主要致病菌"占
,+3

"这

与张波等)

2

*报道的结果一致#可据此在药敏提示下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尽快控制病情"减少或避免耐药菌株的增加#

本次研究中"尿
G9E:

敏感性是
4

项指标中最高的"为

54/'3

"说明尿
G9E:

对
S:I

的初步筛查有重要意义"但其特

异性较低"因此仅凭此
'

项指标"判断为尿路感染的误诊率较

高#其阴性预测值也较高"为
5+/23

"明显高于阳性预测值

42/+3

"也就是说当尿常规检查
G9E:

为阴性时"就可以初步

排除尿路感染的可能#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尿培养结果与尿常

规
G9E:

不相符的情况#有研究指出"若尿常规中
G9E:

和

ZGE

同时升高"则必须做尿培养)

4

*

#但是尿常规
G9E:

易受

结晶(灰尘(脂肪(气泡等成分的影响"造成假阳性#另外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尿常规分析仪无法分辨死菌与活菌"因此无法筛

查
G9E:

阳性时是否是由于标本被污染造成的#而当进行细

菌培养时"若检出超过
2

种细菌"该样本将被视为污染"从而被

剔除#

YI:

检测特异性最高"为
5)/53

"其阳性预测值也较

高"为
,,/53

"也就是说当尿
YI:

为阳性时基本可以诊断为

S:I

#但尿液标本放置过久被污染也可能导致
YI:

呈现假阳

性)

2

"

-

*

#

YI:

检测的敏感性较低"这是因为尿液
YI:

的阳性检

出率取决于尿液中的细菌是否存在硝酸盐还原酶"尿液中是否

存在一定量的
YI:

及尿液是否在膀胱内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

%

4@

'以供细菌作用这
2

个重要条件)

)

*

#因此
YI:

阴性并不能

排除菌尿的可能#因此"需要将
YI:

与
V!S

"尿沉渣
G9E:

和
ZGE

结合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
S:I

#

本研究中
ZGE

敏感性高于
V!S

"说明
ZGE

用于初步筛

查
S:I

时较
V!S

更不容易漏检#但影响
ZGE

的因素较多"

结晶(酵母(滴虫(脂肪滴等都可能导致
ZGE

结果假性升

高)

*",

*

#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人工镜检以确认是否为白细胞#

而
V!S

特异性高于
ZGE

"且其阴性预测值也较高"为
*-/53

"

说明
V!S

为阳性时"确诊为
S:I

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单独观察

ZGE

#阴性时其排除
S:I

的概率也较大#但干化学法检测

V!S

的假阳性率较高"主要是由于尿液标本易被阴道分泌物

或甲醛污染所致"或受到在酸性尿液中呈红色或深色的药物或

食物所影响"如高浓度胆红素等#另外"尿
V!S

检测的实质是

检测尿液中的中性粒细胞"肾移植后发生排异反应时"尿液中

以淋巴细胞为主"此时
V!S

可呈阴性"而人工镜检可见白

细胞#

由于尿干化学中
V!S

(

YI:

"尿有形成分计数中
ZGE

(

G9E:

这
4

项指标在泌尿系感染的诊断中各有优缺点"尿

G9E:

可检出不含硝酸盐还原酶的细菌"

ZGE

可以对尿液中

所有的白细胞进行检测"弥补了尿液干化学法只对粒细胞起反

应"而与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不反应的不足#

4

项指标中"

G9E:

的敏感性最高"

YI:

的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最高"

G9E:

的阴性预测值最高"因此实际工作中需要结合患者性

别(年龄等具体情况"同时结合以上
4

种指标"以便辅助临床快

速筛查尿路感染的患者"为治疗提供科学及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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