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菌和革兰阴性菌所致的血流感染具有一定的鉴别诊断价值#

尤其是
-.?

$

%#$L

H

"

L[

*

.(-

'

!%L

H

"

[

和
)\c4

'

3%4

同时存在时#革兰阴性菌感染的可能性极高)细菌感染后血清

-.?

改变早#特异度和灵敏度可#尤其适用于感染的急诊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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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2$

例血尿标本红细胞形态学检测结果比较分析

陈亚军!欧兴义!孙小纯

"珠海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珠海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相差显微镜法和
cW>!%%%;

法检测尿红细胞形态的符合率以及这两种方法与临床诊断的符合率%方法
!

用相差显微镜和
cW>!%%%;

法同时检测
!2$

例已经明确临床诊断的血尿标本的尿红细胞形态%结果
!

两种方法检测各型红细胞

形态的符合率分别是
&%#14

&

&'#14

&

2%#%4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和临床诊断的符合率分别是
1$#34

&

12#34

和
&'#'4

&

1%#%4

%

结论
!

相差显微镜法和
cW>!%%%;

法检测尿红细胞形态学的结果无差异!这两种方法和临床诊断的符合率较高!相关性较好!相差

显微镜法人的因素影响较大!而仪器法在排除尿中其他物质干扰下符合率和一致性均较好!结果表明
cW>!%%%;

仪器法检测尿红

细胞形态可以作为常规报告结果供临床参考%

关键词"相差显微镜#

!

cW>!%%%;

仪器#

!

血尿#

!

红细胞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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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3'>7!'%

"

"%!2

$

%2>%1!">%"

!!

血尿分为肉眼血尿和镜下血尿#属于比较常见的临床症

状#其根据尿中红细胞的来源不同#将其分为肾源性*非肾源性

以及混合型血尿#而通过检测红细胞形态*大小等来判断血尿

的来源#对患者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临

床上判断血尿的来源方法有很多种#在尿沉渣检测仪器还未广

泛使用之前#本科室主要以相差显微镜法人工镜检为主#

"%!!

年本科室开始引入日本
_

I

<LAB

公司生产的
cW>!%%%;

尿沉渣

仪#其也可以对尿中的红细胞各种参数进行检测)仪器根据设

定标准自动判断血尿的来源#也可以根据仪器提供一些重要的

实验依据为临床判断血尿的来源提供建议#但在实际工作中本

院并未很好利用
cW>!%%%;

仪器法对尿中红细胞的形态学检测

的数据)本文主要探讨这
"

种方法在诊断血尿来源中的价值#

且为
cW>!%%%;

仪器检测血尿的来源制订标准化流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2$

例血尿标本均来自本院
"%!'

年至
"%!$

年住院的患者#其中
!%$

例经查阅病例资料#通过患者的血*尿

生化*免疫相关检测#以及影像学和病理肾组织活检等明确为

肾小球性疾病#另
2%

例根据病史及相关的检查结果确诊为非

肾小球性疾病)

A#B

!

仪器与试剂
!

cW>!%%%;

尿沉渣分析仪购自日本
_

I

<LAB

公司#使用其原装配套的试剂#包括稀释液*鞘液及双色荧光染

料%

.X7!

相差显微镜购自日本
a/

I

L

C

Q<

公司%北京白洋水平

式低速离心机)

A#C

!

方法
!

使用一次性带盖尿杯收集患者第
"

次新鲜中段晨

尿
"%L[

#然后分装在两支洁净的规格为
!$L[

离心管中#每

管
!%L[

)一管用于
cW>!%%%;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仪器根据

检测
3%4

红细胞前向散射光$

(P.>-3%W<+

&及红细胞前向散

射光分布宽度$

(P.>W<+>,g

&的数据和已设置的参数判断标

准进行自动结果判读%%另一管用于相差显微镜分析#按,全国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关于尿沉查显微镜检查的标准'

!

(

#相对离

心力
7%%D

"

L;=

条件下离心
$L;=

#弃除上清液#留
%#"L[

于

离心管底部#轻轻充分混匀#取适量于尿沉渣板上置相差显微

镜下#用高倍镜分析红细胞各形态参数#分析
"%%

个尿红细胞#

计算出尿红细胞畸形率及畸形种类)两种方法从标本采集到

检测完成均在
"E

内完成分析结果)

A#D

!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判断红细胞形态以及血尿来源的标准

cW>!%%%;

检测结果实验诊断标准!

(P.>-3%W<+

%

1%+E

#

(P.>

W<+>,g

&

$%+E

或
(P.>W<+>,g

$

$%+E

红细胞形态为多形性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3

卷第
2

期
!

Y=6Z[GK0A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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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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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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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肾性血尿%

(P.>-3%W<+

$

!%%+E

#

(P.>W<+>,g

&

$%+E

红细

胞形态为均一性即非肾性血尿%

(P.>-3%W<+

介于
1%

!

!%%

+E

#或者
(P.>-3%W<+

$

!%%+E

#而
(P.>W<+>,g

$

$%+E

为混

合型血尿'

"

(

)相差显微镜判断血尿来源标准!按顺序计数
"%%

个红细胞#计算异形红细胞的发生率#异形红细胞率大于或等

于
1%4

的红细胞形态为多形性即肾源性血尿#异形红细胞率

小于
$%4

的红细胞形态为均一性即非肾源性血尿#异形红细

胞率在
$%4

!

1%4

的是混合性血尿'

'

(

)

A#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__!&#%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相差显微镜法和
cW>!%%%;

仪器法检测结果#以及同一血

尿来源两种方法检测相关性分析见表
!

)结果显示两种方法

在红细胞多形性与均一形的形式下符合率较好#分别有
&%#14

和
&'#14

#混合性形式下符合率较差#只有
2%#%4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相关性分析

cW>!%%%;

仪器法
*

相差显微镜法

多形性 均一性 混合性
符合率$

4

&

多形性
&1 1& $ 7 &%#1

均一性
71 ! 7$ ' &'#1

混合性
!% " " 2 2%#%

B#B

!

相差显微镜法和
cW>!%%%;

仪器法分析结果与临床诊断

符合率结果见表
"

)结果显示相差显微镜和
cW>!%%%;

仪器法

检测结果与临床诊断为肾源性血尿*非肾源性血尿的符合率分

别是
1$#34

*

12#34

和
&'#'4

*

1%#%4

#仪器法在肾源性血尿

的检测符合率高于相差显微镜法#而在非肾源性血尿样品中检

测符合率低于显微镜法#但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均与临床有较好的符合性)

表
"

!!

相差显微镜法和
cW>!%%%;

仪器法分析结果与临床诊断符合率

方法 临床诊断
*

多形性'

*

$

4

&( 均一性'

*

$

4

&( 混合性'

*

$

4

&( 临床符合率$

4

&

相差显微镜法 肾源性血尿
!%$ &%

$

1$#3

&

'

$

"#&

&

!"

$

!!#7

&

1$#3

非肾源性血尿
2% "

$

'#'

&

$"

$

12#3

&

2

$

!%

&

12#3

cW>!%%%;

法 肾源性血尿
!%$ &1

$

&'#'

&

"

$

!#&

&

$

$

7#1

&

&'#'

非肾源性血尿
2% 3

$

!!#3

&

71

$

1%#%

&

$

$

1#'

&

1%#%

C

!

讨
!!

论

尿红细胞形态特征是判断血尿来源的有价值的参考方法#

临床上对于鉴别血尿来源的方法有很多种#相差显微镜和
cW>

!%%%;

仪器法这两种方法是最简便*快速*有效*无创#对疾病进

行诊断*治疗*观察病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观察结果

显示!两种方法在红细胞多形性与均一形的形式下符合率较

好#混合性形式下两种方法符合性较差#但两种方法学检测结

果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均与临床有较好的符合

性#表明通过对血尿中红细胞形态的检测#可协助鉴别其来源)

但本试验分析显示两种方法均有其各自的优缺点#要求检测人

员在检测过程中要尽量去完善)如相差显微镜法#因受离心力

的影响#肾源性的尿红细胞易破碎*变形#本资料也显示敏感度

低于
cW>!%%%;

仪器法#但在显微镜下可以辨认各种形态改变

的红细胞#准确性更高#不足是费时费力#而且对检测人员的形

态学水平要求较高#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要求要完全按
_a-

规程操作#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而
cW>!%%%;

仪器法检测红

细胞#受各种物质干扰#如受结晶*细菌*真菌*精子*脂肪滴等

的影响'

7>$

(

#这就需要通过镜检来发现此类物质)本试验在非

肾源性血尿检测中显微镜法优于仪器法#就是受此类物质的干

扰较多#仪器的优点在于方便*快捷*无主观因素干扰*重复性

好)尿的红细胞形态改变与尿液在体内储存时间和尿标本采

集后放置的时间长短有较明显的关系'

2>3

(

)汪嘉等'

2

(研究发现

尿液放置
'E

后#红细胞开始有溶解现象#与即时检测的标本

比较有明显差异#大红细胞也在
'E

后开始出现变形皱缩#异

形红细胞开始增多#因此当标本放置超过
'E

后#有一部分非

肾性血尿就有可能转变成混合性血尿或肾源性血尿)本文通

过检测放置
$E

之后的
7%

例血尿标本#这些标本仪器即时检

测和临床确诊均判断为非肾源性血尿#其中有
$

例转为混合性

血尿)因此#在检测之前一定要注意标本采集的质量控制#必

须是采集未在体内储存太久的二次晨尿或者是新鲜的随机尿

做尿红细胞形态学检查#且在
"E

内完成检测工作)肾源性血

尿的尿干化学检测均显示有尿蛋白增高#也可以作为血尿来源

的辅助分析方法)

综上所述#本试验说明只要在标本采集质量控制好的前提

下#仪器法完全可以作为初筛为临床提供尿红细胞来源的参考

依据#相差显微镜法作为有必要的补充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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