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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讨论尿干化学中的白细胞酯酶和尿亚硝酸盐与尿沉渣细菌计数及白细胞在诊断泌尿系疾病中的作用!建立准

确快速并且适合该地区的诊断依据&方法
!

收集
')&9

年
&

"

;

月在该院泌尿外科住院及门诊尿标本共计
:2=

例&分别检测白细

胞酯酶及亚硝酸盐和尿沉渣细菌计数!并且对阳性标本进行尿细菌培养和鉴定&结果
!

在
:2=

例标本中!尿细菌培养阳性结果为

$&;

例!阳性率为
$'(=8

&革兰阴性菌
&2=

例占
99($98

!其他细菌
&7'

例占
77(=98

&尿干化学的白细胞酯酶'亚硝酸盐与尿沉

渣中细菌'白细胞假阳性率
7($'8

"

&&(7:8

!假阴性率
')('78

"

'9($:8

!特异度
;=(&'8

"

:9(2$8

!敏感度
$'(&$8

"

$:(7$8

!阴性预测值
=9(;28

"

2&(2:8

!阳性预测值
9=('98

"

22(&28

&结论
!

尿干化学亚硝酸盐与尿沉渣细菌计数联合检测

可初步判断泌尿系疾病!尿细菌培养与上述两种方法联合检测更能准确诊断疾病&

关键词"尿干化学$

!

泌尿系疾病$

!

尿沉渣$

!

尿细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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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疾病是高感染性疾病#临床症状是以尿急和尿频'

尿痛为主要表现#如果治疗不及时便可引发多种慢性肾脏疾

病*尿液的生成是血液流经肾脏时#经过肾小球的滤过肾小管

和肾集合管的重吸收与分泌后生成#在流经输尿管在膀胱暂时

存储#最终排出体外(

&

)

*当有临床症状时做尿细菌培养是诊断

依据#但是尿细菌培养时间长容易耽误病情*尿常规检测省时

且方便可以作为一种简单的筛选实验*如果尿常规检测是阳

性可进行尿液细菌培养实验*现将本实验中亚硝酸盐阳性'白

细胞酯酶阳性以及沉渣细菌数超标与尿细菌培养对比结果报

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2=

例尿标本均来自
')&9

年
&

"

;

月在本院

泌尿外科门诊及住院的患者#均具备泌尿系感染症状#并告知

患者清洁尿道口收集晨尿在干净容器中*

:2=

例患者中男
7:7

例'女
7;'

例#年龄
&;

"

='

岁#平均$

$7]7

&岁*

A(B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采用
1hA7)$)

尿液干化学分析检验

与
e4A&)))?

尿沉渣进行检测分析#所有试剂'质控品均采用相

应配套的试剂*麦康凯平板与血平板由北京生物有限公司提

供*细菌接种加样移液器采用
Z

C

.@IBEK

公司产品*细菌鉴定

仪为法国梅里埃生物公司生产的产品
X53Z_'

*

A(C

!

方法
!

收到患者尿液细菌培养的标本后#应在
'G

内接

种到细菌血平板上#放置在
$2u0

温箱内孵育
'7G

以后取出观

察菌落*通过细菌染色和微生物生化鉴定判断革兰阳性菌与

革兰阴性菌*尿常规检测是接取患者标本后#在
1hA7)$)

尿

液干化学分析进行干化学分析#后续和在
e4A&)))?

尿沉渣进

行沉渣检测#尿液检查的标本应在
'G

内检测完成(

'

)

*配备好

检测所用的试剂条'质控品'清洗液#干化学与尿沉渣室内质控

均无失控现象*尿干化学中白细胞酯酶'亚硝酸盐阳性#尿沉

渣中细菌总数达到大于或等于
$9))HKJ

"

#

"

作为泌尿系感染

诊断依据#比较尿常规的结果与尿细菌培养得到的结果*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采用进行
!

' 检验#以
H

&

)()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不同细菌分布情况比较
!

:2=

例标本中尿细菌培养阳性

结果为
$&;

例#阳性率为
$'(=8

*革兰阴性杆菌是
&2=

例占

99($98

#其他细菌占
&7'

例占
77(=98

*男性标本有
22

例占

7$(298

#女性标本有
::

例占
9=('98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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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细菌分布情况比较#

,

$

细菌种类 男性阳性 女性阳性 总例数

大肠埃希菌
$7 7: ;$

铜绿假单胞菌
$ 9 ;

粪肠球菌
: &' '&

棒杆菌属
= 7 &)

变形杆菌
&' &) ''

克雷伯氏菌
&$ &: $'

其他
=2 2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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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和尿沉渣仪器对泌尿系疾病评价
!

其中尿干化

学的白细胞酯酶'亚硝酸盐与尿沉渣中细菌'白细胞假阳性率

7($'8

"

&&(7:8

#假阴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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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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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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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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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阴性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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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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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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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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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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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和尿沉渣仪器对泌尿系疾病评价#

8

$

检测指标 假阴性率 假阳性率 特异度 敏感度 阴性预测值 阳性预测值

白细胞酯酶
i

细菌
i

白细胞
''(9; :($7 ;=(&' $'(&$ =9(;2 9;()$

白细胞酯酶
i

亚硝酸盐
i

白细胞
'7(2= &)(&9 :&(7= $9(9= =;(7: 9:($'

亚硝酸盐
i

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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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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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干化学和尿沉渣仪器对泌尿系疾病评价#

8

$

检测指标 假阴性率 假阳性率 特异度 敏感度 阴性预测值 阳性预测值

白细胞酯酶
i

细菌
i

白细胞
i

亚硝酸盐
'9($: 7($' :9(2$ $$(&; 2&(2: 22(&2

细菌
i

白细胞
')('7 &&(7: :)('; $:(7$ =:(9; 9=('9

B(C

!

亚硝酸盐和细菌培养的结果比较
!

在
1hA7)$)

尿干化

学分析仪检测亚硝酸盐与尿液细菌培养结果的对比#干化学中

亚硝酸盐阳性标本共
;:

例与尿细菌培养一致#阴性标本共计

'':

例与尿细培养不一致*见表
$

*

表
$

!!

亚硝酸盐和细菌培养的结果比较#

,

$

尿培养结果
干化学亚硝酸盐测定

阳性 阴性 总计

革兰阴性杆菌
=' &'9 &;2

其他杆菌
'2 &)7 &$&

总计
;: '': $&;

C

!

讨
!!

论

!!

泌尿系疾病在临床中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发病快而且

临床患者疼痛感较明显*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会趋于上升发

展成为其他慢性疾病(

$

)

*在
:2=

例标本中#从表
&

中可以看出

阳性标本结果为
$&;

例#阳性率为
$'(=8

*革兰阴性杆菌
&2=

例占
99($98

*其他细菌
&7'

例占
77(=98

*男性标本有
22

例#占
7$(298

#女性标本有
::

例#占
9=('98

*女性患病率较

男性高*尿细菌培养是诊断泌尿系疾病的确诊方法*按照尿

中革兰阴性菌菌落计数大于或等于
&)

9

HKJ

"

-"

#革兰阳性球菌

菌落计数大于或等于
&)

7

HKJ

"

-"

或真菌大于
&9))HKJ

"

-"

时

诊断为尿路感染的标准(

7

)

#根据每个实验室自己设定的细菌数

量不同所得到的敏感度'特异度'假阳性率'假阴性率都是不同

的*所以本科实验室得到的结果依次为尿干化学的白细胞酯

酶'亚硝酸盐与尿沉渣中细菌'白细胞#假阳性率
7($'8

"

&&(7:8

#假阴性率
')('78

"

'9($:8

#特异度
;=(&'8

"

:9(2$8

#敏感度
$'(&$8

"

$:(7$8

#阴性预测值
=9(;28

"

2&(2:8

#阳性预测值
9=('98

"

22(&28

*

尿干化学的检测受很多因素影响#例如尿液在膀胱中时间

长#尿液酸碱度和比重受到影响#导致细胞的变形和溶胀影响

仪器读数#被认为是阴性造成漏检%在尿沉渣的测试中会造成

结果与尿干化学不符#这时有必要进行显微镜检查(

9

)

*

在尿流式沉渣仪器上有专用的细菌计数通路采用流式细

胞技术和荧光化学染料技术对在直线流动状态中的单个细胞

或者其他进行快速染色分析和定量分析*在仪器的操作界面

5#e

的系统上图像能分辨出尿的有形成分(

=

)

*在细菌培养中

以大肠埃希菌比例最高#其次为克雷伯氏菌属'变形杆菌和粪

肠球菌#阳性率高于国内外报道(

2

)

*尿液干化学中分析仪检测

亚硝酸盐'白细胞的敏感度'特异性均与细菌培养的结果符合

率能达到
=)8

左右*尿液沉渣分析仪器的细菌检测通道是独

立的通道#有着特殊的染色系统#能准确有效地避免尿中的其

他有形成分对细菌通道计数的影响*这样能确保尿沉渣仪器

检测的定量结果真实有效*在尿沉渣仪器上
5#e

系统中有图

像能分辨出尿中的有形成分他们都代表不同颜色#在各个图像

中横坐标与纵坐标中都能清楚看到#但是排出结晶尿'菌尿*

因为尿液中结晶'细菌及血尿等其他物质混入细菌通道中也有

可能进行计数(

;

)

*在做细菌培养时有些患者服用抗菌药物致

使尿细菌不能准确地培养出来*当尿干化学中出现亚硝酸盐

阳性时尿沉渣细菌参数会升高#但是尿沉渣细菌参数出现升高

时尿干化学亚硝酸盐有可能存在阴性(

:

)

*干化学中亚硝酸盐

的反应影响因素比较多#如患者所用食物中是否含有适量的硝

酸盐#如尿中细菌是否含有硝酸盐还原酶#患者尿液在膀胱中

存留时间过长$通常在
7G

以上&#所送检标本是否及时检验#

患者服用的某些药物#都可能影响尿干化学亚硝酸盐检测

结果*

因此#在泌尿系疾病中尿干学的亚硝酸盐和白细胞酯酶与

尿沉渣的细菌计数和细胞计数与脓细胞的出现都是诊断泌尿

系感染主要指标(

&)

)

*这是因为三者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排除

假阳性#得出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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