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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红细胞$

(P.

&和白细胞$

gP.

&检验对临床很重要#

对泌尿系统感染*肾炎*肾病综合征等疾病的诊断*鉴别等有重

要意义'

!

(

)本院尿液检验
(P.

和
gP.

方法主要有镜检法和

流式细胞计数法等'

"

(

)常规镜检操作费时#不容易定量#准确

性差#所以定量分析板法和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检测为临床

关注)

A

!

材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来本院诊治的患者#分急诊科*病房*妇科等#

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2%

岁#用一次性尿杯收集

清洁的中段尿#混匀后#用
7

支一次性试管分装作准备)其中

"

管分别备用仪器
[X>'%%%P

和
cW>!%%

分析检查#另
!

管准备

用显微镜直接镜检#最后
!

管离心后显微镜镜检)

A#B

!

仪器与试剂
!

[X>'%%%P

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杭

州&#

Z*_?

一次性专用尿有形成分计数板$意大利&#

cW>!%%

尿沉渣分析仪$

Z*-*)

&#普通双目
a[0-c_

生物显微镜$

Z*>

-*)

&#低速离心机$上海&)

A#C

!

方法
!

分析仪测定法!按操作步骤对每份混匀的尿标本

进行
"

次测定#抄下结果)计数板定量法#用一次性吸管吸取

未离心但混匀的尿液#滴入
Z*_?

计数板内#放置片刻#用低倍

镜观察#再转高倍镜并计数
!%

个大方格内
(P.

和
gP.

数)

离心标本计数法!

!%#%L[

尿液#用一次性尿液专用离心管以

!$%%D

"

L;=

速度#离心
$L;=

#弃去上清液#留
%#"L[

尿沉渣

滴入计数池中#用高倍镜计数
!%

个大方格内
(P.

和
gP.

数)

'离心标本细胞数$细胞数"
"

[

&

9!%

个大方格内细胞数"尿液

浓缩倍数()试验都在取样后#

!E

内完成#镜检结果以平均值

报告)

B

!

结
!!

果

7

种方法
(P.

和
gP.

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

7

种方法
(P.

和
gP.

测定结果#

"

[

$

方法
(P. gP.

不离心标本镜检法
!1!#7

!

"$1#2 !''#'

!

""2#"

离心标本镜检法
&3#%

!

!'$#% &'#%

!

!2%#%

[X>'%%%P

分析仪
"%1#1

!

"3%#' !%1#1

!

"!!#"

cW>!%%

分析仪
!3'#%

!

"12#2 !71#"

!

"7&#"

C

!

讨
!!

论

镜检是检查尿液
(P.

和
gP.

的主要方法#但受到许多因

素的影响#离心标本离心过程中会让细胞受到破坏#促使细胞

形态发生改变#还有检验工作者技术等差异#都影响到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

'

(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X>'%%%P

*

cW>!%%

的应

用#推动了尿液
(P.

和
gP.

定量计数检测的自动化)

cW>!%%

检测尿液
(P.

和
gP.

计数定量分析很快速*简

单'

7

(

)但对可疑的标本结果要以镜检复查#以免误诊)

[X>'%%%P

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
[X>'%%%P

检测尿

(P.

和
gP.

结果与不离心标本镜检法差异不大'

$

(

#有临床应

用价值)

尿
(P.

和
gP.

的镜检#主要有离心标本镜检#不离心标

本镜检及倒置显微镜检查法'

2

(

)按染色分#无染色和染色尿沉

渣镜检两大类)尿液标本离心*不离心#离心后沉渣留取
%#"

L[

)结果离心与不离心标本镜检法比较#不离心标本镜检法

对
(P.

检测结果是离心标本镜检法的
"#%

倍#

gP.

检测结果

是离心标本镜检法的
!#7

倍)主要原因是!$

!

&尿液标本个体

的差异#尿液中细胞浮力差异#使部分离心变形的
(P.

沉淀不

完全)$

"

&在离心过程中#细胞受离心力的影响#变形*溶解破

裂)$

'

&离心后细胞容易堆积*重叠#特别当尿液中含有大量的

有形成分如细胞*结晶*非晶形盐类及真菌等#给正确识别细胞

带来很大的困难#计数也不易准确)但不离心标本镜检法直接

计数尿中
(P.

和
gP.

#能提高阳性检出率#真实地反应尿中

(P.

和
gP.

量#操作简单*易行)采用新鲜尿液直接镜检计

数#是检测尿液
(P.

和
gP.

定量计数的最好的方法)

综上所述#在尿液
(P.

*

gP.

计数中#用新鲜中段尿液直

接计数#是尿液
(P.

*

gP.

定量计数的理想方法)但在临床

工作中#效率低#应用起来很困难)使用分析仪
[X>'%%%P

和

cW>!%%

进行检测#有筛查作用)若混浊尿标本#可能带各形成

份如管型*细胞*结晶*非晶形盐类等#尤其是生育期的女性尿

标本#当混有来自阴道分泌物的有形成份上皮细胞*滴虫*真菌

时#一定要进行镜检#加以区别)离心镜检计数法不适合尿液

(P.

和
gP.

定量计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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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医学的发展推动着检验医学朝着更加精准的方向不

断进步#血气分析是急诊危重患者监测的重要内容)临床上血

气标本的检测以动脉血结果为准'

!

(

)根据世界检验医学的相

关研究报道#血气标本的采集运送及检测前的准备时间已经占

到检测总耗时的
$14

)标本的采集到标本送抵实验室#这个

过程出现质量问题的比例已占到
3!4

'

"

(

)血气分析的样品类

型有动脉血样*静脉样*毛细血管血样)动脉血样#是最常用的

血样类型因为它可以提供患者体内氧吸收和运输的最佳信息#

所得信息是最稳定不因为采样点而变化)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不推荐采用静脉血进行血气分析#受外周循环和细胞代谢的影

响不能被用来评估氧状态#但反应酸碱状态$

C

`

值#二氧化碳分

压#

.̀ .a

'

&

+6̀ K

#

W.à K

#

WLA6̀ K

#

Ẁ PW

#

+6P;/

)毛细血管血

样#动脉采用不允许的情况下可用于分析#

_a

"

#氧分压$

-a

"

&#

Wà K

#

Ẁ K̀

结果仅供参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响应以下参数!

+6̀ K

#

W.à K

#

W0A6̀ K

#

Ẁ PW

#

+6P;/

)鉴于以上情况下文就动脉

血样分析前的准备及结果分析要点进行阐述分析)

A

!

血气标本选择采样点

!!

动脉血液样桡动脉最常用#它易于触及非常浅表没有大静

脉在周围#有非常好的尺动脉侧支循环#易于采样#穿刺过程中

如不触及骨膜疼痛不敏感)取样前桡动脉进行
*//A=U<

的测

试#以确定侧支循环是否充分)肱动脉可以使用#由于其因为

位置原因不宜于采样破坏周围环境的风险大但并不常用)股

动脉虽然面积大容易穿刺但侧支循环不良#容易误伤股静脉#

所以避免对新生儿和老年患者采用)

B

!

选择抗凝剂

!!

建议使用含钠或锂的干性肝素作为抗凝剂#避免使用液体

肝素以免引起标本的稀释)基于标本类型建议使用以下浓度

的肝素!试管!

3

!

'%Yc

"

L[

血液#注射器!

$%

!

$%%Yc

"

L[

血

液#如果包括电解质测量#请使用电解质平衡肝素来减小电解

质测量中肝素引起的偏差#以求最佳测量结果)

C

!

采集标本时患者如何准备

!!

采样前患者应处于稳定状态#保持患者平静呼吸状态#通

风状态也应稳定)患者的紧张可引起过度呼吸'

'

(

#通气过度是

血气误差的一个主要原因#会使肺泡通气量增加#造成二氧化

碳分压$

-.a

"

&降低*

C

`

增加*

-a

"

增加)

D

!

标本采集时注意事项

!!

动脉导管中的冲洗溶液必须从系统中完全清除以免稀释

血样)血液标本检测只能有专门人员负责#使用符合规格的橡

胶手套防止直接接触血样#随时采用消毒技术防止感染采样

点)动脉导管吸入标本时应放慢速度防止引起溶血#采样后立

即清除标本中的气泡同肝素混合)

E

!

血气分析的标本的保存

!!

任何时候应立即使用标本#尽量避免标本的保存)如无法

立即进行标本的检测#在室温下保存不应多于
!%L;=

)如需长

时间保存#请在
%

!

7%^

$

'"

!

'&%W

&下#存放最多
'%L;=

)以

下为保存方法!冰水$附带碎冰或制冷物质&可用于储存标本)

标本不可直接放入冰中#避免标本中冰结晶导致血液细胞溶

解)标本应水平放置避免标本混合)

J

!

标本中气泡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

如果标本中存在气泡不能测量
C

`

及血气值#晃动并在手

心中滚动标本数次#使标本彻底混匀)混合搅动前应清除标本

中的气泡#如果气泡同血液标本含量相比达到
$4

时会导致潜

在错误#气泡所产生的影响将随着保存时间及混合搅动而增

强)空气中的氧分压高于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低于动脉血#

根据气体规律#高分压流向低分压#从而使血液中的
-a

"

及

-.a

"

都发生改变而无测定价值)

K

!

标本分析前产生错误的原因和预防

!!

标本中存在气泡#影响参数
-a

"

#应立即清除气泡)标本

沉淀#影响参数
+̀6

#

-a

"

#

-.a

"

#在注入分析仪前混匀标本)

溶血#影响参数
+O

e

#

+.G

"e

#应避免剧烈混合#避免储存温度

在
%^

以下)新陈代谢#影响参数
-a

"

#

-.a

"

#

+]/Q

#

+.G

"e

#应

避免储存#如果必须储存请在
%

!

7^

储存)标本设备结构#针

直径太小容易引起溶血#影响参数
+O

e

#

+.G

"e

#应选用适当的

采样设备)液体肝素引起的稀释#影响参数电解质和代谢物#

+̀6

#

-.a

"

#应使用干性肝素片)肝素介入影响#影响参数电解

质#特别是
+.G

"e

#应使用电解质平衡肝素)动脉血混入静脉

血#影响参数
-a

"

#

_a

"

#应采用标准的采样技术)患者状态不

稳定#影响参数
C

`

和血气#应通风调整
"%L;=

后采样#通知

患者采样步骤)红细胞泄露#影响参数
+O

e

#应在
%

!

7^

温度

下储存标本#最多
'%L;=

)放置在阳光下或其他灯光下#影响

参数
+6P;/

#应使标本避光放置并尽快测量#对接受光疗的患者

进行采血前应先关闭灯光)

T

!C

`

值正常与酸碱失衡

!!C

`

表示液体氢离子浓度的指标#是动脉血气中最为重要

的指标#动脉血正常
C

`

为
3#'$

!

3#7$

#它反应体内呼吸和代

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C

`

小于
3#'$

表明酸血症#且已经

失代偿%

C

`

大于
3#7$

为碱血症#已失代偿)若
C

`

值在

3#'$

!

3#7$

#就一定表示没有酸碱失衡吗1 非也3 总的来说#

C

`

值正常时可能有
'

种情况!无酸碱失衡#代偿性酸碱失衡

及复合型酸碱失衡)

U

!

血氧分压#

-G.a

B

$值升高与原发呼吸性酸中毒

!!

-G.a

"

是判断呼吸性酸碱失衡的重要指标#它反映肺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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