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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的可靠性%方法
!

收集
,(*

例泌尿外科住院患者及
()*

名体检人员的尿液标本%

分析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与显微镜检测尿沉渣红细胞"镜检$结果的相符性%结果
!

,(*

份泌尿外科尿标本中!

(,&

份干化学法尿

隐血检测阳性!

(*%

份"

0%'%X

$镜检阳性#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阴性与镜检阴性的相符率为
J,'JX

%在
,(*

例泌尿外科住院患者

和
()*

名体检人员的尿液标本中!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为
G

&

=

时!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相符率远低于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

果为阴性&

==

&

===

时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相符率"

!

$

)')0

$%两种方法检测
&HJ

例泌尿系统结石患者阳性相符率最低%结论

!

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可靠性欠佳!当检测结果异常时!应结合镜检报告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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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与显微镜检测尿沉渣红细胞$镜检&

是诊断泌尿系统疾病的重要指标之一'

%

(

*尿干化学分析仪方

便)快捷#已广泛用于临床*但是尿液成分很复杂#常存在有类

似过氧化物酶活性的物质#如热不稳定过氧化物酶)某些细菌

的代谢产物及肌红蛋白#因此可能造成隐血检测结果出现假阳

性'

&:*

(

*而某些药物$如维生素
<

&则因其强还原性可导致隐血

结果的假阴性'

(:0

(

*为了解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的可靠性#本

研究排除各种可引起隐血检测假阳性或假阴性的干扰因素#对

泌尿外科患者及体检人员的尿液标本进行干化学法尿隐血检

测及镜检#从而对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的可靠性做出合理

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J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住院的患者
,(*

例#年龄
%%

"

J)

岁%男

I)&

例#女
&(%

例*除外符合排除标准的患者*

&)%%

年
J

月在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的人员
()*

名#年龄
&)

"

,J

岁%男
&%(

名#女
%,J

名*除外符合排除标准的患者*

@'A

!

排除标准
!

$

%

&患有各种溶血性疾病的患者%$

&

&纹肌溶

解症的患者'

I

(

%$

*

&菌尿患者%$

(

&大量使用维生素
<

#尿液维生

素
<

检测阳性者*

@'B

!

仪器与试剂
!

<#>B>@"1&))

尿干化学分析仪及尿十联试

条为美国
D$

U

"A

公司产品#

Z#

U

4

-

8.

普通光学显微镜为日本

Z#

U

4

-

8.

公司产品*

@'C

!

检测方法
!

用一次性尿杯收集清洁中段晨尿#

&F

内送

检*于尿干化学分析仪上进行隐血检测%同时进行镜检#取

%)4+

尿液#

%*))A

"

4>B

离心
04>B

#观察
%)

个高倍镜视野

$

!P

&的红细胞数#以最低值
"

最高值"
!P

表示结果'

H

(

*

@'D

!

结果判断
!

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以
G

)

=

)

==

)

===

为阳性#镜检结果以红细胞数大于
*

个"
!P

为阳性*

相符率
^

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与镜检结果相符合的例数"检测

的总例数
]%))X

*

@'H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WPWW%*')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处

理#计数资料用构成比表示#计数资料进行
/

& 检验#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与镜检结果的总体比较
!

,(*

&),%

重庆医学
&)%&

年
I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H&),I

&*

!

#

!

通讯作者$

6"#

"#

)&*

%

I,(,0&&*

*

Q:4$>#

"

#893F8B#>HJ

!

%&I'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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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泌尿外科患者尿液标本中#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阳性
(,&

份

$

0H'&X

&#镜检阳性
(*%

份$

0%'%X

&%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阴

性与镜检阴性的相符率为
J,'JX

*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

为
G

)

=

)

==

)

===

的标本中#同时镜检结果为阳性的分别

占
*('(X

)

I(')X

)

J*'JX

和
J,'JX

*见表
%

*干化学法尿隐

血检测结果为
G

)

=

时#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相符率#远低于干化

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为阴性)

==

)

===

时#两种方法检测结

果相符率$

!

$

)')0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
,(*

例泌尿外科住院患者

!!!

尿液标本的相符率

干化学法尿隐血

检测结果$

%

&

镜检结果$

%

&

阴性 阳性 合计
相符率$

X

&

阴性
*0H ( *I% J,'J

阳性

!

G %J %) &J *('(

"

!

= &H (, H0 I(')

"

!

== I J* JJ J*'J

!

=== * &HI &HJ J,'J

合计
(%& (*% ,(*

!

!!

"

!

!

$

)')0

#与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为阴性)

==

)

===

时

比较%

!

!此项无数据*

!!

()*

名门诊体检人员的尿液标本中#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

阳性
HJ

份$

%J'IX

&#镜检阳性
0*

份$

%*'&X

&%干化学法尿隐

血检测阴性与镜检阴性的相符率为
%))X

*在干化学法尿隐

血检测结果为
G

)

=

)

==

)

===

的标本中#同时镜检结果为

阳性的分别占
*%',X

)

I(')X

)

J)'JX

和
%))')X

*见表
&

*干

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为
G

)

=

时#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相符率#

远低于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为阴性)

==

)

===

时#两种

方法检测结果相符率$

!

$

)')0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
()*

名体检人员尿液

!!!

标本的相符率

干化学法尿隐血

检测结果$

%

&

镜检结果$

%

&

阴性 阳性 合计
相符率$

X

&

阴性
*&( ) *&( %))')

阳性

!

G %0 H && *%',

"

!

= J %I &0 I(')

"

!

== & &) && J)'J

!

=== ) %) %) %))')

合计
*0) 0* ()*

!

!!

"

!

!

$

)')0

#与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为阴性)

==

)

===

时

比较%

!

!此项无数据*

A'A

!

两种方法检测不同疾病患者尿液标本的结果比较
!

,(*

例泌尿外科住院患者中#肿瘤患者
%(H

例$两种方法检测阳性

结果的相符率为
J('IX

&#结石患者
&HJ

例$两种方法检测阳

性结果的相符率为
J)')X

&#前列腺增生患者
%0&

例$两种方

法检测阳性结果的相符率为
J*'(X

&及其他泌尿系统疾病患

者
&I0

例$两种方法检测阳性结果的相符率为
J0'%X

&#各组

患者的检测结果见表
*

"

I

*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
%(H

例肿瘤患者尿液标本结果#

%

%

干化学法尿隐

血检测结果

镜检结果$高倍镜下
VD<

数&

阴性
(

"

%)

个
%%

"

&)

个
(

&)

个
合计

阴性
0J % ) % I%

阳性

!

G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H I0

合计
I0 (% %* &, %(H

表
(

!!

两种方法检测
&HJ

例结石患者尿液标本结果#

%

%

干化学法尿隐

血检测结果

镜检结果$高倍镜下
VD<

数&

阴性
(

"

%)

个
%%

"

&)

个
(

&)

个
合计

阴性
,0 & ) ) ,H

阳性

!

G , 0 ) ) %*

!

= %( && ) ) *I

!

== ( *0 * ) (&

!

=== ) *( %H 0) %)%

合计
%%% J, &) 0) &HJ

表
0

!!

两种方法检测
%0&

例前列腺增生患者

!!!

尿液标本结果#

%

%

干化学法尿隐

血检测结果

镜检结果$高倍镜下
VD<

数&

阴性
(

"

%)

个
%%

"

&)

个
(

&)

个
合计

阴性
IH ) ) ) IH

!

阳性

!

G ( * ) ) H

!

= * J ) ) %&

!

== & %( ) ) %I

!

=== % %H %% &% 0)

!

合计
HH (* %% &% %0&

表
I

!!

两种方法检测
&I0

例泌尿系统其他疾病

!!!

患者尿液标本结果#

%

%

干化学法尿隐

血检测结果

镜检结果$高倍镜下
VD<

数&

阴性
(

"

%)

个
%%

"

&)

个
(

&)

个
合计

阴性
%(I ) ) ) %(I

阳性

!

G I % ) ) H

!

= H %( ) ) &%

!

== ) &) 0 * &,

!

=== ) &* H ** I*

合计
%0J 0, %& *I &I0

*),%

重庆医学
&)%&

年
I

月第
(%

卷第
%,

期



B

!

讨
!!

论

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因其操作简便)快速)获得数据多等

优点极大提高了实验室尿液分析的工作效率'

,:J

(

*其原理是利

用尿液中红细胞内或红细胞破坏后释放出来的血红蛋白的过

氧化酶样活性#在氧化茴香素或过氧化氢烯枯存在的情况下#

催化邻甲联苯胺脱氢#从而发生颜色的改变'

%)

(

*临床工作中

可能造成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假阳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

&

尿液中存在游离的血红蛋白或肌红蛋白%$

&

&尿路感染#尿中出

现一些细菌或真菌的代谢产物%$

*

&化学污染#如次氯酸盐等%

$

(

&尿液中存在热不稳定过氧化物酶%$

0

&试纸条过期)污染)保

存不当)操作不正确等'

%%:%*

(

%$

I

&尿液标本保存不当或放置时

间过长*可能造成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假阴性的原因主要是

尿液中的维生素
<

含量过高*在实验设计中#排除可能造成

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阳性而镜检阴性的病理性干扰因素#确保

镜检的结果能真实准确地反映患者的健康情况*收集尿液标

本时做到及时妥当#保证标本不被污染*操作中确保试纸条的

质量)操作的正确性#同时检测尿液中维生素
<

的含量#排除

尿液维生素
<

阳性标本*在以上前提下#通过同时对标本进

行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和镜检#分析二者结果的相符性#从而

判断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的可靠性*

本研究显示#在
,(*

例泌尿外科住院患者和
()*

名体检人

员的尿液标本中#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为
G

)

=

时#两种方

法检测结果的相符率远低于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为阴性)

==

)

===

时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相符率*

,(*

例泌尿外科

住院患者和
()*

名体检人员的尿液标本中两种方法检测阳性

的相符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这表明干化学

法尿隐血检测在泌尿外科住院患者及体检人员中的可靠性是

稳定的*

在不同疾病患者中#观察到两种方法检测阳性的相符率高

低不一#且以结石患者为最低#推测可能是由于结石患者干化

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为
G

)

=

的检出率最高#导致两种方法检

测阳性的相符率最低*

综上所述#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可靠性欠佳#所以仍无法

替代镜检#只能作为过筛检测*当干化学法尿隐血检测结果异

常时#应结合镜检报告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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