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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PO!(,,'

尿液分析仪用于健康人'孕妇尿液分析中各参数阳性率的评估

唐
!

民!秦建林

"成都市金牛区妇幼保健院
!

=:,,,,

#

!!

摘
!

要"目的
!

评估健康人及孕妇尿液分析工作中
PO!(,,'

尿液分析仪合理应用的意义$方法
!

筛选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接受检查孕妇共
*=

例"分析组#!同期选取
<,

例健康人"常规组#作比对!取所有受检对象中段尿液标本!选择
PO!

(,,'

尿液分析仪开展检查工作!再与显微镜设备检查结果客观对照!重点观察
)

组受检对象尿液参数中的阳性情况$结果
!

PO!

(,,'

尿液分析仪诊断结果显示!分析组中结晶指标假阳性率为
-+;-*U

!白细胞指标假阳性率为
)<;?-U

!病理管型指标假阳性率

为
-,;,,U

!红细胞指标假阳性率为
-);(,U

!而常规组分别为
:(;-*U

&

:);(,U

&

?;*<U

和
:+;,=U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结论
!

对于健康人及孕妇而言!在尿液分析工作中选择
PO!(,,'

尿液分析仪效果突出!但为进一步提升检查工作质量!建

议联合采用尿沉渣镜检技术$

关键词"健康人%

!

孕妇%

!

PO!(,,'

尿液分析仪%

!

假阳性率%

!

尿沉渣镜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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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健康人及孕妇尿液分析工作中
PO!(,,'

尿液分析

仪实际诊断效果#本研究拟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

院接受检查的孕妇和健康人#均以
PO!(,,'

尿液分析仪进行诊

断#评估
)

组检测参数的阳性状况#期待提升临床尿检工作整

体质量)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筛选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接受

检查的孕妇共
*=

例$分析组%#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_);)

%岁&同期选取
<,

例健康人$常规组%作比对#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_-;:

%岁)

B;C

!

仪器与试剂
!

PO!(,,'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稀释剂*鞘液

及染液等供应商为希森美康公司&显微镜设备供应商为奥林巴

斯公司)

B;D

!

方法
!

$

:

%取所有受检对象中段尿液标本#并分作
)

管#

分别施以干化学诊断*

PO!(,,'

诊断)$

)

%展开尿沉渣检查工

作#对剩余尿液展开离心处理#并提取其沉渣成分#采用显微镜

设备予以检查'

:

(

)$

-

%展开检查工作前#落实室内质控流程'

)

(

)

B;E

!

阳性标准
!

$

:

%

PO!(,,'

阳性标准)红细胞指标为
,

#

)?;,P

"

M

&白细胞指标为
,

#

-=;, P

"

M

&细菌指标为
,

#

*,,,;,P

"

M

&病理管型指标为
,

#

-;,P

"

M

&酵母样细胞组织

为
,

#

:,;,P

"

M

&上皮细胞组织为
,

#

+,;,P

"

M

&结晶指标为

,

#

:,;,P

"

M

)若受检对象检查结果超出上述标准#代表其为

阳性'

-

(

)$

)

%显微镜阳性标准)红细胞指标为
,

#

-;,P

"

M

&白

细胞指标为
,

#

(;,P

"

M

&病理管型指标为
,

#

-;,P

"

M

&酵母

样细胞组织为
,

#

:;,

全片)若受检对象检查结果超出上述标

准#代表其为阳性'

+

(

)$

-

%假阳性率计算方式!假阳性率
i

$

PO!(,,'

诊断中阳性患者数
g

显微镜设备诊断中阳性患者

数%"

PO!(,,'

诊断中阳性患者数
N:,,;,,U

'

(

(

)

B;I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6RR),;,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I

$

,;,(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分别接受显微镜设备检查*

PO!(,,'

尿液分析仪诊断后#

)

组受检对象检查结果#见表
:

)分析组
*=

例孕妇中#结晶指标

假阳性率为
-+;-*U

$

::

"

-)

%#白细胞指标假阳性率为
)<;?-U

$

::

"

-?

%#病理管型指标假阳性率为
-,;,,U

$

=

"

),

%#红细胞指

标假阳性率为
-);(,U

$

:-

"

+,

%&常规组
<,

例健康人则分别为

:(;-*U

$

*

"

()

%*

:);(,U

$

?

"

(=

%*

?;*<U

$

-

"

-*

%和
:+;,=U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

表
:

!!

)

组受检对象诊断情况$

&

%

检查参数
PO!(,,'

诊断

分析组$

&i*=

% 常规组$

&i<,

%

显微镜设备诊断

分析组$

&i*=

% 常规组$

&i<,

%

PO!(,,'

假阳性

分析组$

&i*=

% 常规组$

&i<,

%

结晶
-) () ): ++ :: *

白细胞
-? (= )= +< :: ?

病理管型
), -* :+ -( = -

红细胞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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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吴强等'

=

(发现#在孕激素*孕酮及雌激素共同影响下#孕妇

肾平滑肌组织*输尿管组织及肾盂组织都可能出现扩张问题#

以致影响其蠕动能力#导致尿潴留现象发生#使尿检参数出现

假阳性率异常升高)临床尿检工作中#选择
PO!(,,'

尿液分析

仪开展诊断工作#通过对电阻抗专业技术及流式细胞专业技

术#可于尿液标本内有形成分出现之前#以电阻抗能力*散射光

脉冲强度及持续时长等指标#有效区分尿液标本内各项指标参

数'

?

(

)但是#由于不同标本成分在体积*染色性及性状等方面

可能会表现出相似特征#所以单靠
PO!(,,'

尿液分析仪无法对

成分类型进行准确辨别'

*

(

)本研究采用
PO!(,,'

尿液分析仪

对健康人及孕妇进行尿检#发现孕妇尿液标本中#结晶*白细

胞*病理管型及红细胞的假阳性率均高于健康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I

$

,;,(

%)

以显微镜设备检查结果为标准#选择
PO!(,,'

尿液分析仪

时#出现假阳性问题的诱因涉及如下!$

:

%结晶指标)检查工作

中#如果出现杂质成分#极易使检验人员出现误判现象#从而导

致假阳性问题发生'

<

(

)$

)

%白细胞指标)

PO!(,,'

尿液分析仪

中#检验人员通常将小圆细胞组织数量*上皮细胞组织数量计

入白细胞总数中#而孕妇尿液内上皮细胞组织数量偏多#加之

有大量盐类结晶成分析出#极易使白细胞组织出现假性增高问

题'

:,

(

)$

-

%病理管型指标)检查工作中#若将尿液标本中类管

型成分*黏液丝成分等误认作病理管型组织#就会出现假阳

性'

::

(

)$

+

%红细胞指标)如果尿液标本静放时间较长#其中草

酸钙型结晶会发生改变#并且呈哑铃型#该结晶成分类似于红

细胞组织#一旦判断有误#则会发生假阳性现象'

:)

(

)

综上所述#在尿液分析工作中#选择
PO!(,,'

尿液分析仪

效果突出#其能对尿液标本内各项参数进行快速检测)由于尿

液内包含数种游行成分#且其形态方面表现出差异性特征#若

单用
PO!(,,'

尿液分析仪进行测定#假阳性问题时有发生)鉴

于此#为进一步提升检查工作质量#建议联合采用尿沉渣镜检

技术#确保检查结果的合理性与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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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尿路感染患者临床用药研究

任建民!高雅琼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第八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例患者尿路感染病原菌的构成及耐药性!为临床预防控制&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包头市第八医院就诊的尿路感染患者
:<+

例!病原菌分离鉴定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采用纸片扩散

法"

b![

法#进行药敏试验及结果判定$结果
!

:<+

例标本中!共分离细菌
)(+

株$其中
:*+

株为革兰阴性菌!占
?);++U

%

(=

株为

革兰阳性菌!占
));,(U

%

:+

株为真菌!占
(;(:U

$结论
!

革兰阴性菌为尿路感染首要细菌!革兰阴性&阳性菌中均存在高耐药

性!临床用药应加强监测$

关键词"尿路感染%

!

病菌%

!

耐药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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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是由多种病原菌共同侵犯尿路黏膜或组织而引

起的尿路炎性反应#其典型临床表现为发热*尿频*尿急*尿痛*

排尿困难#通常伴随有菌尿和脓尿)本院收集了
),:+

年
:,

月

至
),:=

年
)

月
:<+

例尿路感染患者#回顾性分析其病原菌组

成及耐药性#为尿路感染临床用药提供实验室依据#现报道

如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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