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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泌尿系统的常见

疾病之一!也是成年人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患病情况男'女比

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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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及时治疗常常会导致慢性感染!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定量尿培养是目前诊断尿路感染的常用标准!但

是定量尿培养从采集'取样到出报告耗时较长!常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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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荧光假单胞菌'真菌$白假丝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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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光滑假丝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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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热带假丝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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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血杆菌%"其中!大肠埃希菌'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奇异

变形杆菌居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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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临床效能!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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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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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疑似尿路感染患者的尿标本分别进行尿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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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

aL>!##

尿沉渣'

D>&##

尿化学
8

种方

法检测!以其中临床确诊为尿路感染的患者为金标准!分析结

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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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培养
!

报道尿培养是尿路感染诊断的金标准-

=

.

!本研

究结果显示
"##

例尿标本培养阳性为
="

例!阳性率为
*7:#R

!

真阳性率达
!##R

!真阴性率为
=%:$R

!准确度为
%7:&R

!阳

性预测值为
=":=R

!阴性预测值为
!##R

!均较高!结果可靠度

大"表
"

显示尿培养检出细菌以大肠埃希菌'粪肠球菌'肺炎

克雷伯菌'奇异变形杆菌居多!这
8

种菌能还原硝酸盐为亚硝

酸盐$

B'M

%!与临床诊断用药吻合度大"但临床诊断为尿路感

染的
$$

例标本中仍有
"=

例没有检出!原因可能是#$

!

%本实验

所用的血培养基仅能培养出需氧菌和兼性厌氧菌!对于厌氧菌

和苛氧菌以及有特殊要求的细菌$如
J

型菌%均不能培养&$

"

%

"=

例确诊患者中有
$

例用了阿司匹林'头孢吡肟'联邦他唑

仙'头孢替安等药物!抑制细菌生长!对尿培养检出结果有影

响-

=

.

&另外!尿培养对培养条件要求较高!环境干扰因素大"因

此!尿培养对于尿路感染的检测虽然临床效能较好!但仍有假

阴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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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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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尿标本主要是利用尿白细胞与
B'M

两个指标来判断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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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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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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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其中尿白细胞指标阳性为
7"

例!但只有
8$

例与临床诊断吻

合!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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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假阳性!为女性患者!可能为白带污染"

B'M

是提示尿路感染的较好指标!利用细菌能还原硝酸盐为
B'M

的特征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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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标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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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化学检测中阳性

*#

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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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B'M

阳性与尿培养检出细菌$大肠埃希菌'粪

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奇异变形杆菌%吻合!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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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培养

检出无菌但
B'M

阳性!原因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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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培养为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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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过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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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如安替匹林等"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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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B'M

阴性标

本一方面为真阴性!另一方面由于患者脑血管意外!长期卧床!

饮食不佳!长期未摄入含硝酸盐的食物!表现出假阴性"从总

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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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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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而临床确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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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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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没检出!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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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化学检测白细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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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脓性细菌和大肠杆菌属'变形杆菌属感染中表现为阳性&其

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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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真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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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阴性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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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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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仪为筛查仪器!为了不漏检而提高了假阳

性"另外!尿培养检出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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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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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检出仅
&

例!其中光滑假丝酵母'近平滑假丝酵母未被检出!可能为真菌

形态变化大!

aL>!##

尿沉渣不能识别部分真菌!造成检测结果

的假阴性-

$

.

"因此!

aL>!##

尿沉渣分析仪能定量分析尿标本

中的细菌'白细胞等有形成分-

!#

.

!快速'简便!但仍有假阳性或

假阴性-

!!

.

"

&:'

!

aL>!###3

尿沉渣
!

是
aL>!##

尿沉渣的升级版!从表
!

与表
8

可见!检测出的阳性标本为
%=

例!阳性率为
8*:&R

!真

阳性率为
=$:*R

!真阴性率为
=*:8R

!准确度为
=7:#R

!阳性

预测值为
7$:7R

!阴性预测值为
%":"R

!但与临床诊断的
$$

例相比仍有
!"

例未被检出!原因可能是尿液在膀胱内留置时

间过长!或受尿液
U

D

值'渗透压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白细胞和

细菌变形'溶胀破裂'聚集等!被仪器误认为其他颗粒成分-

!"

.

"

但
aL!###3

尿沉渣的真菌检出比
aL>!##

尿沉渣要好!尿培养

检出真菌
!#

例!而
aL>!###3

尿沉渣检出真菌
=

例"

aL>!###3

尿沉渣有单独的细菌通道!对细菌进行特殊染色!细菌检出真

阳性率更高!

aL>!###3

尿沉渣临床效能比
D>&##

尿化学'

aL>

!##

尿沉渣更稳定'可靠!对尿路感染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有更

好的指导意义-

!*>!8

.

!与尿培养相比优势在于检测时间短!价格

便宜"

综上所述!尿培养对尿路感染诊断的临床效能好!结果可

靠!被视为传统的金标准&而
aL>!###3

尿沉渣弥补了尿培养耗

时'费用高等缺点!临床效能与尿培养接近&

aL>!##

尿沉渣临

床效能一般!但能快速定量分析尿标本中的细菌'白细胞等有

形成分&

D>&##

尿化学临床效能也一般!但具有快速'简便'费

用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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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素&将重点放在查找分析中原因!发现机上试剂已接近厂

家提供的试剂开瓶后稳定期!遂更换试剂!重新校准后测定验

证材料!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提示需特别重视试剂开瓶后的稳

定性"

本次验证结果表明被评价项目在评价的浓度范围内是呈

线性的!可用单点定标做校准!但在
7

个月后以及有下列情况

发生时应进行一次校验!如仪器或检测系统进行过一次大的预

防性维护或者更换了重要部件&质控反映出异常趋势或偏移!

或者超出了实验室规定的接受限!采取一般性纠正措施后!不

能识别和纠正问题时"最后特别强调所有进行过的校准和在

进行校准验证工作时必须记录并写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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