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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方法!

d[2$++

尿沉渣分析仪显微镜复检规则的建立及评价

赖利华!张莉萍#

!邓济盨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重庆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d[2$++

尿沉渣计数与显微镜计数结果的符合情况及影响因素!制订
d[2$++

尿沉渣分析的显微镜复检

规则%方法
!

采用双盲法!对
%+,

份新鲜尿样本进行
d[2$++

尿沉渣分析和显微镜计数!制订出
d[2$++

尿沉渣分析的显微镜复

检规则!并统计复检率%结果
!

显微镜评价真阳性率'红细胞为
%IU

!白细胞为
,&*&U

!上皮细胞为
%'*(U

!管型为
I*+U

!酵母

样细胞为
I&*-U

%据统计结果!制订出本室
d[2$++

尿沉渣分析的显微镜
$+

条复检规则!应用该规则!统计
(++I

&

(++'

和
(+$+

年复检率分别为
((*(U

&

(,*IU

和
(&*(U

%结论
!

d[2$++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结果漏检率低!但也带来较高的假阳性!建立适合

本实验室
d[2$++

尿沉渣分析的显微镜复检规则是必要的%

关键词"

d[2$++

#显微镜复检规则#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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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尿沉渣分析仪与传统的手工操作方法相比#具有

操作规范化*检测自动化*速度快*重复性好#被临床广泛应用)

d[2$++

尿沉渣分析仪采用荧光染色和流式细胞技术的原理#对

尿液中的有形成分进行定量分析#但对
4#A

*管型等的检测有较

高的假阳性率'

$2(

(

#而且不能区分病理管型#故尿沉渣分析仪检

测只适合筛选'

)

(

)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

(

#提

高工作效率#本室建立了显微镜复检规则'

%

(

#现报道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I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间本

院住院患者晨尿标本
$%$,,-

份)

?*@

!

仪器与试剂
!

\

N

C87Sd[2$++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及配

套试剂%迪瑞
32%++

尿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牛鲍氏计数板#

]2

=

N

8

.

QCA3\

显微镜)

?*A

!

质控品
!

\

N

C87Sd[2A35AW

质控品为原装配套产品#

32%++

尿分析仪质控品为原装配套产品#每日使用质控物对仪

器进行监控#确保仪器工作性能正常)

?*B

!

方法

?*B*?

!

d[2$++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
!

每天开机后均用质

控物进行监控)在控后#按照
\]@

仪器自动模式下进行检测)

?*B*@

!

迪瑞
32%++

尿分析仪检测
!

每天开机后均用质控物

进行监控)在控后#按照
\]@

进行检测)

?*B*A

!

d[2$++

检测显微镜复检规则的建立
!

依据
d[2$++

尿沉渣仪的信息提示和尿沉渣与尿干化学检测的符合情

况'

-2,

(

#结合本实验室的情况#拟定出本实验室
d[2$++

尿沉渣

仪检测
$+

条显微镜复检规则!$

$

&仪器报告无
124#A

*

12

B#A

*

#"AJ

等自动定量结果%$

(

&其它异常报警提示复检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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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

fYA

(

$

"

#

Y

%$

,

&尿化学
54f

与
d[12

4#A

不符或量级不符%$

I

&尿化学
Y5d

与
d[12B#A

不符或

量级不符%$

'

&尿化学
@;F

与
d[@:>L/:C>

不符或量级不符%

$

$+

&医生要求或特殊患者的标本)

?*B*B

!

显微镜复检规则的评价
!

选几位具有丰富临检形态学

经验的主管技师'

-

(

#采用双盲法#随机选取
d[2$++

尿沉渣仪

检测后的尿样本#混匀后用牛鲍氏计数板进行显微镜计数#在

)+

个工作日内#共对
%+,

份尿样本进行了计数分析)计数完

成的时间是在
d[2$++

尿沉渣仪检测
(L

内%计数范围是按有

形成分多少决定牛鲍氏计数板的计数格数$表
$

&)

?*I

!

判断标准

?*I*?

!

复检率
!

依据
d[2$++

尿沉渣仪检测
$+

条显微镜复

检规则#统计显微镜复检率)

?*I*@

!

符合率
!

以显微镜检查为金标准#计算
d[2$++

尿沉

渣仪的符合率)判断标准!引用/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

'

I

(第
)

版

d[2$++

尿沉渣仪生物参考区间!

B#A

!

+

"

)

"

3@

#

4#A

!

+

"

$

"

3@

#

A"\J

!

+

"

(

"

Y@

#

5A

!男性为
+

"

)

"

Y@

#女性为
+

"

I

"

Y@

)$

$

&真阳性!显微镜检测结果高于生物参考区间#仪器

检测结果同样高于生物参考区间#判为真阳性)$

(

&假阳性!显

&')(

重庆医学
(+$(

年
I

月第
&$

卷第
()

期



微镜检测结果在生物参考区间内#仪器检测结果高于生物参考

区间#判为假阳性)$

)

&假阴性!显微镜检测结果高于生物参考

区间#仪器检测结果在生物参考区间内#判为假阴性)$

&

&真阴

性!显微镜检测结果在生物参考区间内#仪器检测结果同样在

生物参考区间内#判为真阴性)

表
$

!!

有形成分多少决定牛鲍氏计数板计数范围

每大格大致有形成分$个& 计数格数

$

% $+

大方格

%

"

(+ &

大方格

(+

"

I+ (

大方格

I+

"

$++ $

大方格

$++

"

%++ %

中方格

(

%++ (

中方格

@

!

结
!!

果

@*?

!

建立了
d[2$++

尿沉渣仪检测显微镜复检规则'

I2'

(

!

如

$*&*)

所述)

@*@

!

显微镜复检规则制定后的评价
!

选本室有丰富临检形态

学经验的主管技师对
%+,

份新鲜尿样本进行显微镜计数#以显

微镜计数结果为标准#计算出
d[2$++

尿沉渣分析仪的准确

度#见表
(

)

表
(

!!

%+,

份样本
d[2$++

尿沉渣分析仪的准确度(

&

#

U

%)

项 目 真阳性 假阳性 假阴性 真阴性

4#A '&

$

%I*+

&

-I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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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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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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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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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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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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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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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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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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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

$

%'*(

&

$+&

$

&+*I

&

+

$

+*+

&

)%-

$

,+*(

&

A"\J

!

'

$

I*+

&

$+&

$

'(*+

&

+

$

+*+

&

)'I

$

,I*%

&

fYA $$

$

I&*-

&

(

$

$%*&

&

+

$

+*+

&

&'&

$

',*&

&

@*A

!

复检记录统计
!

依据上述
d[2$++

检测显微镜复检规

则#对
(++I

*

(++'

和
(+$+

年的住院患者样本进行复检记录统

计#见表
)

)

表
)

!!

尿液分析检测显微镜复检情况

时间 标本数 显微镜复检数 复检率$

U

&

(++I &(,$( '%$+ ((*(

(++' %$(%& $&(&I (,*I

(+$+ %,I$+ $&+$& (&*(

A

!

讨
!!

论

临床样本检测的目的之一是不能漏检#但提高灵敏度的同

时会导致假阳性的增加#假阳性增加必然导致复检率上升#严

重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应建立适合本实验室的
d[2$++

尿沉

渣分析仪显微镜复检规则'

(2)

(

#并对复检规则的科学性和适用

性进行评价)

本文制订
d[2$++

尿沉渣仪
$+

条显微镜复检规则遵循的

原则'

$+

(

!复检范围涵盖了仪器的所有参数及形态学特征%在确

保病理形态不漏检的基础上尽量降低复检率#缩短检验报告时

间%假阴性是制定规则的关键参数#假阴性率不能过高%在较低

假阴性率的前提下降低假阳性率%与尿干化学检测结果不符或

量级不符%医生要求镜检)

按照本实验室复检规则#通过
%+,

例样本评价结果#真阳

性占样本总数!红细胞为
%IU

%白细胞为
,&*&U

%上皮细胞为

%'*(U

%管型为
I*+U

%酵母样细胞为
I&*-U

)

d[2$++

仪计

数!

4#A

假阳性率高达
&(*+U

#是由于结晶*特别是草酸钙结

晶#可被误认为
4#A

'

$+2$(

(

)

B#A

阳性符合率为
,&*&U

#是真

阳性较高的指标之一#但仍有
(%*-U

的假阳性#影响因素可为

上皮细胞*特别是深层的上皮细胞*大小与白细胞相似的颗粒

等均可致假性增高'

$)

(

)

A"\J

假阳性率达到
'(*+U

#是成串

上皮细胞*黏液丝*酵母样菌菌丝*成堆
B#A

等都可致
A"\J

结果假性增高)

fYA

真阳性率为
I&*-U

#是
d[2$++

沉渣仪

检测指标中真阳性率高的指标#但仍有
$%*&U

的假阳性#干扰

因素为尿中的出芽红细胞'

$&

(

#但假阳性测得值多在
fYA

$

%+

"

#

Y

范围内#因此#当
fYA

(

$

"

#

Y

时应作显微镜复检)

综上所述#

d[2$++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结果漏检率低'

$%

(

#

4#A

假阴性为
+*)U

#而其它为
+

)因此#本实验室制订的
d[2

$++

尿沉渣仪显微镜复检规则能满足要求)

依据制订的
d[2$++

尿沉渣分析的显微镜复检规则#为了

检测结果的正确性#提高工作效率#制订适合本实验室显微镜

复检规则及达到一定的复检率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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