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可以引起
VXM6

的增加#乙醇在肝细胞内代谢过程中#使还

原型辅酶
(

"辅酶
(

比值增高#破坏肝细胞内氧化
=

还原平衡状

态#进而抑制三羧酸循环#导致肝脏内脂肪酸氧化减少'

"&

(

)所

以中老年组的
VXM6

水平相对高于青年组)

综上所述#

RM2

组
VXM6

的人体血清水平明显高于健康

组#而健康中老年组的
VXM6

水平也明显高于健康青年组#且

VXM6

与血糖的相关性也得到证实#所以联合空腹血糖*

VX=

M6

的测定与治疗对临床糖尿病的早发现*早预防*减少
RM2

转化为糖尿病的比率#无疑是一个较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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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尿液分析显微镜复检规则的建立与评价

陈展泽!邱志琦'

!伍启康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佛山
,#+&&&

%

!!

摘
!

要"目的
!

建立适合该实验室尿液分析及尿沉渣分析的显微镜复检规则!并对其进行评价&方法
!

使用西门子系列尿沉

渣分析仪"

4M="&&&;

%及西门子
6136P

尿干化学分析仪对
%,**

份尿液标本进行检测&结果
!

不需显微镜复检的标本
%&9&

份

"真阴性标本
j

不复检真阳性标本%!占总数的
+9$%U

!符合复检规则的标本
%+&

份!占标本总数的
"&$+U

&在阴性标本
%"9*

份

中!有
"&*

份不符合复检规则而复检发现阳性结果"即假阴性%!占
#$8U

&结论
!

该实验室所制定的
8

条复检规则能达到预期的

目的和要求!建立适用可行的尿沉渣分析显微镜复检标准!减少尿液沉渣分析的漏检率&

关键词"尿液分析$

!

复检规则$

!

评价

!"#

!

"&$%898

"

:

$;))<$"9'%=*"%&$#&",$#*$&,9

文献标识码"

6

文章编号"

"9'%=*"%&

"

#&",

%

#*=%9%#=&#

!!

本实验室按实际要求建立了适合本实验室的尿液分析及

尿沉渣的显微镜复检规则#并列入操作手册#严格执行)结合

本实验室实际情况以及本地区住院和门诊患者的特点#制定了

8

条复检规则)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从
#&""

年
*

月
"

!

%&

日一共收集
%,**

份标本#

均来自本院门诊及住院部患者的新鲜尿液标本)

?$@

!

仪器与试剂
!

使用西门子系列尿沉渣分析仪$

4M="&&&;

&

及西门子
6136P

尿干化学分析仪对尿液进行检测#仪器都使

用原厂配套试剂#质控物均由西门子公司提供#每天的室内质

控监测必须在控)同时采用
Z;EP

(

)-

"

P#&&%

尿沉渣定量分

析仪进行显微镜镜检)

?$A

!

复检规则制定
!

根据西门子
6136P

尿干化学分析仪及

4M="&&&;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的性能特点#结合实际工作中

得来的经验及仪器报警信息对白细胞*红细胞*上皮细胞的数

量及电导率异常的提示#结合本实验室实际情况#讨论制定了

适合本实验室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8

条复检规则如下!$

"

&临

床医生明确要求离心镜检的%$

#

&当尿液标本呈肉眼血尿或肉

眼混浊时#必须离心先测定干化学后再镜检沉渣%$

%

&当亚硝酸

盐提示阳性#而尿白细胞提示阴性或
4M="&&&;

的白细胞在正

常范围时#必须离心镜检%$

*

&当
5-\

提示
j

或以上时#而尿潜

血提示
jj

以下#且伴有仪器有管型增多$大于
,

个"
35

&或病

理管型增多$大于
"

个"
35

&必须离心镜检#观察是否有管型%

$

,

&当尿潜血提示
j

或以上#而
4M="&&&;

的红细胞提示阴性或

尿潜血提示
jj

或以上#而
4M="&&&;

的红细胞在正常范围时#

必须离心镜检%$

9

&当尿白细胞提示微量或以上#而
4M="&&&;

的白细胞提示阴性或尿白细胞提示
jj

或以上#而
4M="&&&;

的白细胞在正常范围时#必须离心镜检%$

'

&当尿潜血提示阴

性#而
4M="&&&;

的红细胞超出正常范围时#必须离心镜检%$

+

&

当尿白细胞提示阴性而
4M="&&&;

的白细胞超出正常范围时#

必须离心镜检%$

8

&当仪器有异常报警提示时#例如提示结晶增

多$大于
"&

"

"

3

&*病理管型增多$大于
"

个"
35

&*真菌$大于

"&

"

"

3

&*精子$大于
%

"

"

3

&等等#均必须离心镜检)

?$B

!

尿沉渣显微镜检查

?$B$?

!

检查方法
!

将新鲜尿液标本
%,**

份分别用西门子

6136P

尿十项分析仪进行干化学十项检测和
4M="&&&;

尿沉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9

卷第
#*

期
!

R<?Y3E0QCA

!

ZCGCI0CF#&",

!

W>7$%9

!

V>$#*



渣分析仪进行尿沉渣检测#根据建立的尿液分析复检规则#分

别记录
4M="&&&;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中每份标本的仪器报警信

号#同时每份标本摇匀后留取
"&I3

尿液在离心机中以
",&&

F

"

I;<

离心
,I;<

#然后手持离心管
*,

!

8&f

)去除上清液#

保留
&$#I3

沉渣#轻轻摇匀#由本科室
*

位有经验的工作人

员在
Z;EP

(

)-

"

P#&&%

尿沉渣定量分析仪显微镜下观察红细

胞*白细胞*上皮细胞*管型*结晶的数量及尿液其他有形成份

的形态结果并记录)将符合本实验室建立的复检规则的仪器

报警信息与离心镜检阳性结果进行比较)

?$B$@

!

人员培训
!

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的有关规

定#制定本实验室的操作程序'

"

(

)仪器操作和结果判断由本实

验室
#

位有经验的副主任技师负责#显微镜镜检观察分别由
*

名主管技师以上人员负责进行双盲检验)

?$B$A

!

检测方法
!

每份标本离心后复检#由以上检验人员进

行镜检#内容包括!白细胞*红细胞*上皮细胞*管型*结晶*其他

有形成份)采用
Z;EP

(

)-

"

P#&&%

尿沉渣定量分析仪进行显

微镜镜检阳性判断标准见表
"

)

表
"

!!

尿液有形成份超过下表参考值范围判断阳性*
"

3

性别 红细胞 白细胞 上皮 管形 病管 结晶 真菌

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女
&

!

9 &

!

"& &

!

#+ &

!

, &

!

" &

!

"& &

!

%

?$F

!

复检规则评估
!

每个标本分别由
#

位主管技师进行复

检#取
#

位技师检测的均值作为靶值#以
Z;EP

(

)-

"

P#&&%

尿沉

渣定量分析仪镜检结果作为金标准)对
%,**

份尿标本进行

尿沉渣分析仪$

4M="&&&;

&及
Z;EP

(

)-

"

P#&&%

尿沉渣定量分

析仪显微镜镜检双盲检查)同时观察白细胞*红细胞*上皮细

胞*管型*结晶及尿液中其他有形成份)真阳性为尿沉渣分析

仪$

4M="&&&;

&及
Z;EP

(

)-

"

P#&&%

尿沉渣定量分析仪镜检结

果均为阳性%假阳性为尿沉渣分析仪$

4M="&&&;

&结果为阳性#

Z;EP

(

)-

"

P#&&%

尿沉渣定量分析仪镜检结果为阴性%真阴性

为尿沉渣分析仪$

4M="&&&;

&及
Z;EP

(

)-

"

P#&&%

尿沉渣定量

分析仪镜检结果均为阴性%假阴性为!尿沉渣分析仪$

4M=

"&&&;

&结果为阴性#

Z;EP

(

)-

"

P#&&%

尿沉渣定量分析仪镜检

结果为阳性)

?$G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用
XOGC7#&&'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应用所检测的
%,**

份标本的结果#对设定的规则中的各

规则的真阳性*假阳性*真阴性*假阴性进行评估)

表
#

!!

%,**

例标本统计结果

项目 真阴性 不需复检真阳性 复检真阳性 假阴性 假阳性

例数$

$

&

"8%# ""#+ #', "&* "&,

百分比$

U

&

,*$, %"$+ '$+ #$8 %$&

@

!

结
!!

果

通过对
%,**

份标本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按预定的复检

规则#不需显微镜复检的标本
%&9&

份$真阴性标本
j

不复检

真阳性标本&#占总数的
+9$%U

#符合复检规则的标本
%+&

份#

占标本总数的
"&$+U

)在阴性标本
%"9*

份中#有
"&*

份不符

合复检规则而复检发现阳性结果$即假阴性&#占
#$8U

)不需

复检真阳性标本主要是指尿液干化学检测与
4M="&&&;

检测均

出现有异常$白细胞*红细胞&#但干化学检测数据与
4M="&&&;

尿沉渣数据有密切相关联的标本)笔者用
Z;EP

(

)-

"

P#&&%

尿沉渣定量分析仪镜检来确定尿液干化学检测与
4M="&&&

联

合检测尿液的可靠性中发现#当尿液干化学检测尿白细胞或尿

潜血阳性#而
4M="&&&;

检测白细胞*红细胞出现阳性时#两者

有密切相关性)

A

!

讨
!!

论

尿液有形成分检查是尿液检查的重要内容#临床上#尿液

白细胞检验被用来测定泌尿系统是否出现病理变化#若出现尿

白细胞检测阳性#提示膀胱炎*尿道炎等'

#

(

)尿液检测不仅对

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疗效观察#而且对其他系统疾病的诊断

及协助诊断*预后判断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

(

)尿液检查在临床

检验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尿沉渣的形态学所见是肾脏实质性

变化的反应性表达#是无创伤的肾活检'

*

(

)目前应用于临床尿

液分析的尿干化学法*

4M="&&&;

分析仪及尿沉渣镜检各有利

弊)尿干化学法*

4M="&&&;

分析仪尽管具有快速*简便*高效*

重复性好等特点#但由于其方法学上的局限#假阳性及假阴性

率均较高'

*

(

#因此#自动化分析存在很多影响因素'

,

(

#而尿沉渣

镜检是尿有形成分检查的主要确诊方法#但操作技术要求高*

费时*受工作人员主观差异影响大*重复性差*不能定量#可用

作尿有形成分确证及形态学描述'

9

(

)因此#对异常的标本进行

标准化规范性的检查#最大可能的降低假阳性及假阴性的出

现#从而正确的指导临床工作)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按预定的复检规则#尿液分析中的

尿沉渣显微镜镜检率为
"&$+U

#符合本科室制定的
"&U

左右

复检率的目标要求%假阴性率是
#$8U

#低于本科室参考国际

血液学复检专家组制定的
,U

最大允许范围#本实验室所制定

的
8

条复检规则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和要求)尿干化学分析仪

和尿沉渣分析仪等自动化仪器的应用提高了检测的速度与准

确性#随着检验仪器的更新升级#即使用统一仪器#因医院规

模*病种差异和实验室要求不同#复检标准也可不同'

'

(

)因此

本院检验科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了适合自己实验室的尿沉渣分

析显微镜复检标准#这样既保证了尿液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减

少了漏检*误检#也有利于临床诊断和治疗#更好地为临床和患

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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