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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时尿酸水平和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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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茹
#

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高尿酸血症与缺血性脑卒中相关

因素分析'

,

(

#

昆明!昆明医学院#

"%!!

!

'$>'3#

$收稿日期!

"%!$>!">"1

&

!临床研究!

妇女及儿童尿液分析复检规则的建立与应用

梁肖云!黄镇华!张素娟!曾兰兰!赵学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检验科!广东广州
$!%!"%

$

!!

摘
!

要"目的
!

建立
[GKc0G6

全自动尿液分析工作站对妇女&儿童尿液分析镜检的复检规则%方法
!

收集
"%!7

年
1

月至
&

月在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门诊就诊和住院的儿童和妇女的随机尿液常规标本共
!%'2

份!用
[GKc0G6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分别进行

尿液干化学和有形成分分析#检测完毕后采用双盲法进行显微镜检查!采用人工镜检与全自动沉渣分析仪器检测平行比对的!探

讨复检规则及复检方法!并计算复检规则的真阳性率&假阳性率&真阴性率&假阴性率"漏诊率$&复检率%根据自动化尿液分析工

作站的检测方法!根据妇女儿童尿液标本的特点!参照在+中华医学检验杂志,发表的有关尿液有形成分的复检规则的方案!设计

制订适合妇女儿童的复检规则%选取
"%!7

年
!%

月门诊和住院的随机尿液常规标本
'%%

份进行复检规则的验证%结果
!

建立复

检规则的
!%'2

份尿液标本中!阳性标本占
'$4

!阴性标本占
2$4

%其中
(P.

阳性标本占
2$#'%4

!

gP.

阳性标本占
$'#'"4

!管

型"

.*_?

$阳性标本占
'#124

%验证规则的符合率为
12#$4

!漏诊率为
%#$4

!复检率为
"!#34

%

'%%

份尿液常规标本进行复检

规则的验证!验证结果符合率为
&!#234

!漏诊率
%#234

!复检率为
!&#234

!图片审核修正后的复检率为
1#234

%结论
!

针对朗

迈全自动尿液分析工作站!根据妇女儿童尿液标本的特征!制订适合本实验室的复检规则及方法能够有效地筛选异常标本!结合

图片人工审核!可显著减少工作量%

关键词"全自动尿液分析#

!

尿液#

!

复检规则

!"#

!

!%#'&2&

"

:

#;<<=#!23'>7!'%#"%!2#%2#%'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3'>7!'%

"

"%!2

$

%2>%3&3>%'

!!

目前有关尿液有形成分镜检筛查有不少报道'

!>'

(

#但针对

妇女*儿童的报道较少)因为妇女的尿液经常受白带的污染#

儿童特别是新生儿由于尿液比较难留取*标本超时等原因#容

易出现假阳性#所以制订适合妇女*儿童的尿液有形成分的镜

检规则#规范尿液常规的检测#保证检验质量#是目前急需解决

的问题)文献报道的有关尿液复检规则建立#虽然使用同一款

仪器#但由于标本人群的来源*复检率*漏检率等结果存在较大

差异)本研究为探讨这种差异是否出现在不同人群间#并结合

基于数字成像原理的朗迈尿液分析工作站仪器特点#制订了针

对该仪器在本院尿液自动化检测的复检规则)

A

!

资料与方法

A#A

!

标本来源
!

收集
"%!7

年
1

月至
&

月在妇女儿童医疗中

心门诊就诊和住院的儿童和妇女的随机尿液常规标本共
!%'2

份#用于建立复检规则%所采集标本覆盖肾病科*新生儿科*内

分泌科*血液科*妇女免疫肿瘤科*妇产科*产科等临床科室%其

中儿童
7%%

例#妇女
2'2

例#儿童年龄
%

!

!7

岁#妇女
"%

!

2%

岁)选取
"%!7

年
!%

月门诊和住院的随机尿液常规标本
'%%

份#以验证复检规则的有效性#其中儿童
!%%

份#妇女
"%%

份)

尿液留取标准依据,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

'

7

(

#标本均在

"E

内完成检测)

A#B

!

仪器与试剂
!

朗迈尿液分析工作站由匈牙利
\/AT6D@=;>

TG33

公司生产制造#配套试纸条和沉渣板由北京倍肯公司提

供)显微镜采用日本
a/

I

L

C

Q<

双目显微镜)

A#C

!

方法

A#C#A

!

自动化尿液分析检测
!

每日随机抽取
$%

份尿液标本#

在朗迈尿液分析工作站上检测#尿有形成分分析指标包括红细

胞$

(P.

&*白细胞$

gP.

&*管型$

.*_?

&等#尿干化学检测指标

包括潜血$

P[,

&*中性粒细胞酯酶$

[\c

&*蛋白$

-(a

&*亚硝酸

盐$

)Y?

&#将原始检测结果备份存档)

cD;_AJ

尿液分析仪检测

(P.

*

gP.

*

.*_?

及显微镜人工镜检任何一项参数超过正常

参考范围均定义为阳性标本)

A#C#B

!

显微镜检查
!

每份标本在尿液分析工作站上检测完毕

后由选定的
"

名主管检验师采用双盲法做显微镜检查'

$

(

#并计

算检测结果的均值作为镜检结果)操作方法严格按照,临床检

验操作规程-第
'

版要求检测#镜检内容包括!

(P.

*

gP.

*

.*_?

的定量计数#上皮细胞*酵母菌*结晶*精子*黏液丝*细

菌及杂质等定性检测)

A#C#C

!

阳性标本判断标准
!

对于
(P.

*

gP.

*

.*_?

超出参

考范围上限#或出现非透明管型时即判定为阳性$

e

&)本研究

使用
WG<6(AGJ>!%

尿沉渣计数板计数尿沉渣中的有形成分#根

据,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提供的参考范围'

7

(

#阳性判断标

准如下!$

!

&

(P.

#

'

7

个"
"

[

$男&#

'

&

个"
"

[

$女&%$

"

&

gP.

#

'

+

3&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3

卷第
2

期
!

Y=6Z[GK0AJ

!

0GD+E"%!2

!

V@/#'3

!

)@#2



$

个"
"

[

$男&#

'

!"

个"
"

[

$女&%$

'

&

.*_?

#

$

!

个"
"

[

)尿液干

化学分析的参考范围由厂家提供#以
P[,

*

gP.

*

)Y?

和
-(a

达到阳性阈值及以上判断为阳性)

.aPY_B<

尿液有形成分分

析仪的参考范围为本实验自建范围#

(P.

*

gP.

和
.*_?

超出

参考范围上限判断为阳性)

A#C#D

!

复检规则制定及复检方法
!

见表
!

)

表
!

!!

复检规则的制订及采取的复检方法

编号 复检的规则 说明 复检方法

!

干化学结果阴性#沉渣结

果阳性

干化学
[\c

阴性#沉渣
gP.

异常$

'

!%

个"
"

[

&%

干化学
\(h

阴性#沉渣
(P.

异常$

'

7

个"
"

[

&%

干化学
-(a

阴性#沉渣非透明管型$

'

%

个"
"

[

&%

重测标本#并复核沉渣结果#以人工修正结果

发出报告

"

干化学结果阳性#沉渣结

果阴性

干化学
[\c

阳性#沉渣
gP.

阴性$

&

!%

个"
"

[

&%

干化学
\(h

阳性#沉渣
(P.

阴性$

&

7

个"
"

[

&%

干化学
-(a

阳性#沉渣
gP.

*

(P.

阴性$

&

%

个"
"

[

&%

重测标本#并复核沉渣结果#如视野模糊#应

用人工镜检鉴别有形成分#必要时进行人工

计数方法复核尿沉渣结果)

'

肾科患者 复核尿沉渣结果

7

联合干化学与尿液有形成

分
[\c

*

(P.

*

.*_?

结

果不一致#结果相差一个

级以上)

干化学
\(he

$沉渣
(P.

'

"%

或
(P.

&

'

&#

干化学
\(hee

$沉渣
(P.

'

7%

或
(P.

&

'

&

干化学
\(heee

$沉渣
(P.

&

!%

&

干化学
\(heeee

$沉渣
(P.

&

"%

&%

干化学
[\ce

$沉渣
gP.

'

'%

或
gP.

&

$

&

干化学
[\cee

$沉渣
(P.

'

$%

或
gP.

&

$

&

干化学
[\ceee

$

gP.

&

!$

&

干化学
[\ceeee

$

gP.

&

'%

&%

沉渣级别!

gP.e

$

'

!

!%

&#

ee

$

'

!%

!

"%

&#

eee

$

'

"%

!

7%

&#

eeee

$

'

7%

&

gP.e

$

$

!

!$

&#

ee

$

'

!$

!

'%

&#

eee

$

'

'%

!

$%

&#

eeee

$

'

$%

&

重测干化学及沉渣结果#复核沉渣图片#以人

工修正结果发出报告%如结果仍不相符#应以

人工计数方法复核尿沉渣结果

$

仪器提示需要复核 需复核沉渣图片#以人工修正结果发出报告

A#C#E

!

复检规则的评估
!

以尿沉渣显微镜检查中
(P.

*

gP.

*

.*_?

的结果作为参考标准#针对复检方案#根据国内

外通用的复检规则评估指标#评估复检规则筛选的真阳性率*

假阳性率*真阴性率*假阴性率$即漏诊率&和复检率)

B

!

结
!!

果

B#A

!

尿沉渣镜检结果
!

将尿沉渣出现
(P.

*

gP.

*

.*_?

数

量异常的标本称为阳性标本#而镜检未见异常者称为阴性标

本)建立复检规则的
!%'2

份尿液标本中#阳性标本占
'$4

$

'2'

"

!%'2

&#阴性标本占
2$4

$

23'

"

!%'2

&)其中
(P.

阳性标

本占
2$#'%4

$

"'3

"

'2'

&#

gP.

阳性标本占
$'#'"4

$

!&7

"

'2'

&#

.*_?

阳性标本占
'#124

$

!7

"

'2'

&)

B#B

!

复检规则的评估
!

验证复检规则的真阳性率是
'3#$4

$

'11

"

!%'2

&#假阳性率是
!'#%4

$

!'$

"

!%'2

&#真阴性率是

"&#%4

$

$%1

"

!%'2

&#假阴性率$漏诊率&是
%#$4

$

$

"

!%'2

&#复

检率是
"!#34

$

""$

"

!%'2

&#符合率为
12#$4

)

B#C

!

临床验证
!

对
'%%

份尿液常规标本进行复检规则的验

证#验证结果符合率为
&!#234

$

"3$

"

'%%

&#真阳性率*假阳性

率*真阴性率*假阴性率$漏诊率&分别为
'$#234

$

!%3

"

'%%

&*

3#234

$

"'

"

'%%

&*

$2#%%4

$

!21

"

'%%

&*

%#234

$

"

"

'%%

&#其复检

率为
!&#234

$

$&

"

'%%

&#图片审核修正后的复检率为
1#234

$

"2

"

'%%

&)

C

!

讨
!!

论

由于女性其生理结构特殊性#易患尿路感染%对于妊娠期

妇女#由于其激素水平及生理结构改变#如子宫逐渐增大压迫

输尿管使尿路不畅*肾盂积水*尿糖升高等因素以及妊娠早期

抵抗力下降等#更易受到各种病原体侵袭而引发尿路感染'

$

(

)

因此#早期确诊和治疗尿路感染#对妇女#尤其是妊娠妇女及其

胎儿的健康尤其重要'

2>3

(

)儿童方面#由于儿童无症状性蛋白

尿或血尿#低分子量蛋白尿未在尿中形成管型%尿液标本的复

杂性#多样性及在体外易发生改变#儿童的肾病改变情况与成

人并不相同#并且相对较轻#尤其是临床上表现为单纯性血尿

的患儿#可能与患儿年龄相对较小#疾病尚处于早期有关%新生

儿尿少#留尿困难#导致取样不合格引起的假阳性较多等原因!

所以设定妇女*儿童尿液分析复检规则#可避免妇女*儿童泌尿

系统疾病的漏检及延误病情#既保证质量#又提高工作效率#满

足临床需要)

朗迈尿液分析工作站包括干化学尿液分析仪
[GKc0G6

和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
cD;_AJ

#是干化学及尿液有形成分检查

一体机#在联机状态下可以自动连续工作检测)

cD;_AJ

全自

动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采用自动显微镜成像技术和神经网络

自适应共振理论专家控制技术#通过训练过的
*(?\.

神经网

络识别系统计算可能性的图谱#根据有形微粒的图谱#对结果

进行评定#并进行计算和自动标记)本研究旨在针对朗迈尿液

分析工作站建立一套符合妇女*儿童#而且准确性高与可操作

性强的指导尿液检测的复检规则#把规则导入
[Y_

系统#既能

提高检验人员的工作效率#又能最大可能地降低假阳性及假阴

性率#保证检验规则效率和结果准确性)

本研究根据妇女*儿童和该仪器自身特点#利用干化学检

测指标中的
(P.

*

gP.

*

-(a

*

)??

及有形成分分析中的

(P.

*

gP.

*

.*_?

等项目#制订出的复检规则和复检要求与文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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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检规则有区别#更加详细地制订出复检的方法

和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研究中的假阴性病例由黏液丝*细

菌*非结晶盐类*上皮细胞等背景不清晰因素造成%假阳性病例

中
(P.

易受细菌*黏液丝杂质*儿童纸尿片的棉絮*妇女月经

期等影响#

gP.

受聚集成团的细菌*黏液丝杂质*上皮细胞$主

要是非鳞状上皮细胞&*细胞碎片*非结晶盐类及妇女的分泌物

等影响)有全景拍摄图谱真实显示复检标本可以直接在仪器

可视操作界面人工审核并修正)用于验证试验的
'%%

份尿常

规标本#以提高检出率和降低漏检率为原则#经修正后筛选出

最终需要复检的标本例数为
"2

份#复检率为
1#234

)

由于本院阳性标本占的比率不是特别高#所以根据本院的

特点制订的复检规则是符合阳性复检要求的)标本先在仪器

可视操作界面人工审核并修正#可疑的标本才进行人工显微镜

复检#该规则经过验证漏检率是
%#$4

#符合国家标准漏诊率

低于
$4

的要求#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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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病毒壳体抗原
Y

H

0

及核抗原
Y

H

]

与淋巴细胞比值相关性分析

钟
!

帆

"绵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四川绵阳
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P

病毒壳体抗原
Y

H

0

"

\PVY

H

0

$&

\P

病毒核抗原
Y

H

]

"

\P)*Y

H

]

$与淋巴细胞比值的关系%方法
!

采

用化学发光法对
"%!'

年
$

月至
"%!7

年
!

月由于发热&淋巴结肿大&咽炎入院的
7"&

例患者"年龄
%

!

!7

岁$进行
\P

病毒分析%

结果
!

单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淋巴细胞比值与
\PVY

H

0

&

\P)*Y

H

]

在女性患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
\PVY

H

0

回归效果优于
\P)*Y

H

]

#男性患者之间该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
\PVY

H

0

回归效果同样优于
\P)*Y

H

]

%多因素

回归分析发现(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更能体现二者对淋巴细胞比值的影响%性别差异分析显示
\PVY

H

0

与
\P)*Y

H

]

对淋巴细

胞比值的关系存在男女差异%结论
!

从总体上看!

\PVY

H

0

&

\P)*Y

H

]

阳性联合淋巴细胞比值的变化!在基层医院初筛时!可

为临床医生提供
\P

病毒感染的依据%

关键词"

\PVY

H

0

#

!

\P)*Y

H

]

#

!

淋巴细胞比值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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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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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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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病毒$

\PV

&是一种嗜人类淋巴细胞的疱疹病毒#又称

人类疱疹病毒
7

$

``V>7

&#主要通过唾液传染#引起传染性单

核细胞增多症#且与鼻咽癌*

\P

病毒慢性感染等疾病的发生相

关'

!>2

(

)其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与
P

淋巴细胞表面
\P

病毒受

体作用#使
P

淋巴细胞受累*增生活跃#从而使之抗原性发生

改变#引起
?

淋巴细胞防御反应区#形成细胞毒性效应后直接

破坏受染的
P

淋巴细胞#最终可快速进展为多器官衰竭而死

亡'

3

(

)因此#本文根据
\PV

产生的相应抗体#以及该病毒对淋

巴细胞的感染及破坏#主要选择其中的
\PV

壳体抗原
Y

H

0

$

\PVY

H

0

&*

\PV

核抗原
Y

H

]

$

\P)*Y

H

]

&两个指标与血液分

析的淋巴细胞比值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7

年
!

月由于发热*

淋巴结肿大*咽炎入院的
7"&

例患者#其中男
"$!

例*女
!31

例#年龄
%

!

!7

岁)

A#B

!

方法
!

采用德国
[;G;<@=

5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直

接化学发光法和其配套试剂进行
\P

病毒抗体检测#判定的标

准为
\PVY

H

0

$

"% c

"

L[

*

\P)*Y

H

]

$

"% c

"

L[

判定为

\PVY

H

0

阳性*

\P)*Y

H

]

阳性%

\PVY

H

0

&

"%c

"

L[

*

\P)*

Y

H

]

&

"%c

"

L[

判定为
\PVY

H

0

阴性*

\P)*Y

H

]

阴性#仪器

操作严格按照仪器
_a-

进行%淋巴细胞由
X?>7%%%;

全自动血

液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进行检测后取其淋巴细胞比值#仪器操

作严格按照仪器
_a-

进行)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__"%#%

与
0G6/GK

对
\PVY

H

0

*

\P)*Y

H

]

与淋巴细胞比值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PVY

H

0

*

\P)*Y

H

]

分别与淋巴细胞比之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分析前将各类数据进行归一化

处理#公式如下!

:'

9

F

'

O

$

!

&

式中对淋巴细胞比
O9LGB

$

F

!

#

F

"

#

000F

*

&%对
\PVY

H

0 O9

!2%c

"

L[

%对
\P)*Y

H

]O92%%c

"

L[

%

F

'

表示某项检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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