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一次性全尿定量采样器临床应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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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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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国家专利产品"专利号(

"&&D"&!&%%DC$D

%///一次性全尿定量采样器的应用价值&方法
!

以门诊患者和

健康体检者甲'乙两组人群作为留尿检测对象!分别用尿杯"尿杯法%和全尿定量采样器"采样器法%采集尿样并进行检测和比较分

析&结果
!

化学成分(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基本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E

%$有形成分(两组人群采样器法和尿杯法的检出

率分别为
!&&X

'

D%$DX

和
AE$%X

'

'D$"X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L

$

&$&E

%&结论
!

全尿定量采样器取代尿杯应用于尿常规的样

本采集!不但提高了检出率!而且让采样'送检等过程更加规范'统一!同时减少污染!从而有效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采样器$尿杯$全尿$定量

:@2

!

!&$#A'A

"

B

$2006$!'C!>D#%D$"&!&$!'$&#C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F

文章编号"

!'C!>D#%D

"

"&!&

%

!'>"!'%>&"

!"'&'-3

D

.(*+("%3'"'%-3-

DD

3'%-&'("()&1+#'0

D

(0-*3+

X

$-"&'&-&'4+0-,

D

3+.)(.)$33$.'"+

I",&2?$%&-

!

#

.)8D'2$1-

=

!

#

M)*0%&-

"

#

45&67

$

!7M$4#4?1-<L41

G

64P9!19

G

'5&61

:

*&--'-

=

#

*&--'-

=

E#&&#!

#

.$'-&

%

"7M$4/'

=

$5L41

G

64P9!19

G

'5&61

:

*&--'-

=

#

*&--'-

=

E#&&&!

#

.$'-&

&

6*0&.-%&

!

7*

8

+%&'4+

!

=@26;I032

7

43I3LIHN262H4N;4NGI@O3LI:20

P

@04JNI

Q

G46323432;I048

P

NI5

$

=LI6432@64N

P

43I63R@$20

"&&D"&!&%%DC$D

&

O@5OGNNG526I048

P

N26

7

$9+&1(#0

!

/@8

P

45I:46:464N

M

dI:3LI5I0GN30@O3LIG526I048

P

NI0H@NNIH3I:K23L3LIG526I

048

P

NI546:3LIHG

P

5I0

P

IH32;IN

M

48@6

7

@G3

P

432I63046:LI4N3L

MP

I@

P

NI$:+0$3&0

!

=LIHLI82H4NH@8

P

@6I6300L@KI:6@02

7

62O2H463

:2OOI5I6HI

$

L

%

&$&E

&

JI3KII63LI3K@

7

5@G

P

0

%

8I46KL2NI

#

3LI:I3IH3I:543I0@O3K@8I3L@:0JI3KII63LI3K@

7

5@G

P

0KI5I5I0

P

IH>

32;IN

M

!&&X

#

D%$DX46:AE$%X

#

'D$"X263I580@O3LI

P

L

M

02H4NH@8

P

@6I630

#

3L43K403@04

M

#

3LI:I3IH3I:543I0@O3LI048

P

NI5

8I3L@:KI5I02

7

62O2H463N

M

L2

7

LI53L463L@0I@O3LIHG

P

\0

$

L

$

&$&E

&

$;("%3$0'("

!

R@3@6N

M

26H5I40I:3LI:I3IH3I:543I0

#

JG34N0@4N>

N@K048

P

N26

7

#

3I0326

7P

5@HI008@5I0346:45:2dI:

#

G62O@582O5I

P

N4H26

7

3LIHG

P

O@5G526IH@NNIH32@6K23L3LI

Q

G46323432;IG526I048>

P

NI5

#

40KINN405I:GH26

7P

@NNG32@6

#

46:3LI6IOOIH32;IN

MP

5I;I63H5@00>26OIH32@626L@0

P

234N

#

0@2320K@53L3@

P

5@8@326

7

G026

7

26L@0

P

2>

34N0$

<+

2

/(.#0

!

048

P

NI5

%

G526IHG

P

%

OGNNG526I

%

Q

G46323432;I

!!

尿液分析是评估人体健康*疾病状态#尤其是判断泌尿系

统疾病的最常用而且不可取代的检测项目)随着科技进步#各

种新的检测方法*仪器*试剂层出不穷#而作为采样工具的尿

杯#近百年来几乎一成不变)本文旨在探讨通过改进采样工具

以提高尿液检测质量和完善采样环节而发明的专利产品...

一次性全尿定量采样器的临床应用价值)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A

年
#

$

A

月到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

和健康体检人群#即泌尿内*外科门诊患者
E#

例#体检中心健

康体检者
%D&

例)

=$>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生产的
_i>"&&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2:235@6 Ĝ622@5

-

尿
!&

项分析仪和配套试剂%采样工具为一

次性塑料尿杯和深圳用雅公司提供的一次性全尿定量采样器

$试用阶段专用&)

=$?

!

检测方法
!

门诊组选择对象为首诊*近期未用药的患者%

对健康体检组无特殊要求)均为非晨尿#门诊组首先用尿杯法

留取中段尿#然后让被检者适当饮水#直至有尿意$允许患者回

家留尿&之后再用采样器法采集全尿$方法为拇指和食指持漏

斗柄#中指将导尿管抬高以免小便排完之前流入试管#将小便

直接排入漏斗#排尿完毕#将导尿管和试管自然下垂#尿样由漏

斗流入试管达到一定刻度后自动停止#拔出进样阀后送检#去

掉试管盖后即可上机检测#见图
!

&)全部采用不离心法'

!

(

#检

测顺序为先化学成分后有形成分#采样后
!L

内完成检测)健

康体检组首先用采样器采集)

图
!

!!

一次性全尿定量采样器

=$@

!

结果判定
!

以
_i>"&&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供应商提供

的参考标准为主要依据#部分参考值如下!红细胞
&

$

"%

个"

%

9

#白细胞
&

$

"%

个"
%

9

#上皮细胞
&

$

%

个"
%

9

#管型
&

$

!

个"

%

9

#结晶
&

$

!

个"
%

9

#黏液丝
&

$

!

个"
%

9

)大于参考值者为阳

性)两种采样法采集的尿样均为阴性者不列入统计之列)对

于两法阳性结果不符者全部经人工检测核实)由于本实验过

程没有确保采样工具的无菌处理以及排尿前的外阴清洗#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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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菌*酵母菌等未列入观察对象)

=$A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5

检验#用
.?..!!$&

统计软件分析)

>

!

结
!!

果

>$=

!

化学成分
!

以尿蛋白*酸碱度*胆红素等
#

项作为观察对

象#选择
"&

个检测指标#两种方法采集的尿样以/

j

0的多少表

示的检测结果两组基本一致%以数据表示的检测结果两组比

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L

%

&$&E

&)

>$>

!

有形成分
!

>$>$=

!

门诊组
!

在
E#

例被检者中#两法均未检出
C

例#至少

有一种采样法被检出
%'

例#设定该值为阳性总数#采样器组检

出率为
!&&X

$

%'

"

%'

&#尿杯组为
D%$DX

$

#A

"

%'

&)

>$>$>

!

健康体检组
!

在
%D&

例被检者中#两法均未检出
%ED

例#至少有一种采样法被检出
""

例#设定该值为阳性总数#采

样器组检出率为
AE$%X

$

"!

"

""

&#尿杯组为
'D$"X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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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调查
!

对两种方法检测结果阳性不吻者'门诊患

者
C

例$

,!

$

C

(#体检者
D

名$

=!

$

D

&(进行跟踪调查$表
!

*

"

&#

除相关问诊外#还进行相关检查#如女性患者检查白带等)

,!

,

*

,"

,

*

,#

,

*

,%

,

*

="

,

*

=#

,

清洁度均在
-

度或以下#

=C

-

为包茎并有包皮炎#此外管型*结晶*黏液丝等阳性指标与患

者症状基本相符)

=!

,

*

=E

-

红细胞阳性#很可能是一过

性的)

表
!

!!

门诊组采样器法与尿杯法阳性不吻合者比较

!!!!

比较#采样器法$尿杯法&

类别
,!

,

,"

,

,#

,

,%

,

,E

-

,'

-

,C

-

白细胞
j

"

e e j j

"

e e j e

红细胞
e j j j

"

e j j j

"

e

上皮细胞
j

"

e j j j e e e

结晶
e e e e j

"

e j

"

e e

管型
e e j

"

e e e e e

黏液丝
e j

"

e e e e e j

"

e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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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组采样器法与尿杯法阳性不吻合者

!!!!

比较#采样器法$尿杯法&

类别
=!

,

="

,

=#

,

=%

,

=E

-

='

-

=C

-

=D

-

白细胞
e j

"

e e e e j

"

e j

"

e e

红细胞
e

"

j e e e j

"

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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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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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上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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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j j e 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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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结晶
e e j

"

e e e e e j

"

e

黏液丝
e e 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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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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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

作为采样器/试管化0的又一产物#一次性全尿定量采样

器除了具有减少污染#规范采样#让送样和检样变得便捷和直

接等优点外'

"

(

#还有以下优势和特点)

?$=$=

!

采样过程是先将尿排入漏斗#排尿完毕才开始进样#在

采样试管内达到一定高度$量&后自动停止#这样通过漏斗和采

样管上的刻度就可以读出全尿量和采样量#因此特别适用于计

时尿的采集#根据每次排尿量和检测值#可以计算出肌酐清除

率*

"%L

尿蛋白量等定量检测指标)

?$=$>

!

由于排尿惯性力使得进采样管之前得到较充分的混

匀#因而检测值更加全面*客观和可靠)

?$=$?

!

整个采样器的导尿管道最小孔径在
"88

以上#采样

过程没有任何挤压#因而无影响或破坏尿液有形成分的因素#

所以比一次性吸附式小便采样器有明显优势'

"

(

)

?$=$@

!

如果采样器在采样前确保无菌或进行无菌处理#其将

是尿培养等无菌采样的理想选择)

?$>

!

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似乎与干化学法$由于仪器*试纸

条*标本等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引起报告结果的假阳性和假阴

性&通常为
!&X

左右相矛盾'

#>%

(

#其实从另一侧面说明#所谓的

假阳性和假阴性主要来自有形成分#而非化学成分)

?$?

!

根据采样器的结构和采样特点以及本组结果显示#全尿

定量采样器几乎无漏检或假阴性#是否因此推定有假阳性呢+

跟踪结果说明#假阳性的提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所有阳性患者

与临床症状基本相符#有的指标还提示泌尿系统以外的病症#

如阴道炎*包皮炎等#毕竟尿常规检查也包括报告泌尿系统以

外的异物#如滴虫*精子#甚至虫卵等)

?$@

!

作者就门诊组
%'

例阳性患者中两法的其中两个指标$数

值&即白细胞和上皮细胞进行
5

检验分析#结果并没有出现吴

玉竹和邓莉'

E

(或刘蓉和聂英娟'

'

(报道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

情况)分析原因!虽然尿杯法采集的是中段尿#但采样器法采

集的是包括前端尿在内的全尿#/差异0很容易因全尿稀释而消

失#少数没有消失者#恰恰说明了其临床参考价值$见跟踪调查

结果&)也就是说#用全尿定量采样器采样时检测结果并不因

为轻度/污染0而受到影响%而重度/污染0所致的结果偏高或阳

性#则往往反映患者某一病变指标)

?$A

!

因为全尿定量采样器的/稀释0作用#对于某些确诊疾病#

如各种肾病*尿路感染等更细致观察似乎不利)然而针对个

案#可以通过采前吩咐采集哪一段尿来避开该不利影响%毕竟

尿常规检查大部分来自入院必检的各科患者)

总之#一次性全尿定量采样器临床应用价值已经显而易

见#一旦推广应用#将意味着三大常规的检样全部装入试管#即

采样器全部实现试管化#这一科技变革将让医院内卫生状况进

一步改善#特别是直接提升检验科的体液检验室清洁度和文明

程度#而且让质控工作延伸到采样*送样等过程#对提高检验质

量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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