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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显微镜对尿中红细胞检

测结果的差异及原因$方法
!

用
b\7!"""1

%

d78""

及显微镜对
!%3'

例患者尿液标本中红细胞测定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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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显微镜检测作为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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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尿液红细胞阳性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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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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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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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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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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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测定尿红细胞结果有一定的差异!联合应用可提高

检测结果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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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有形成分分析是临床检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红

细胞的检测#对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辅助诊断及治疗有重要

意义'以往对于它的检测是采用传统的显微镜#但其效率低

下#结果易受技术人员的水平和主观因素的影响&随后出现了

干化学技术#因其灵敏)快速而逐渐取代了显微镜&近年来又有

了利用流式细胞记数法$

\(*

%技术的
b\7!"""1

尿细胞分析

仪$简称
b\7!"""1

%#因其自动化程度高)精密度好#被广泛应

用于临床检验'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不同方法的过筛标准

不同及尿液有形成分的复杂#往往会出现一些假阳$阴%性结

果#针对这一情况#作者对
!%3'

例尿液标本运用
b\7!"""1

)

d78""

干化学分析仪$简称
d78""

%及显微镜
#

种方法进行测

定并比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

%标本来源!收集本院
%"!!

年
!"

!

!!

月

共
!%3'

例住院患者晨尿
%"Ĵ

#平均分两管#一份用于
b\7

!"""1

检测#另一份用于
d78""

和显微镜检测'$

%

%仪器与试

剂!

b\7!"""1

全自动尿细胞分析仪$日本希森美康株式会社%

及其配套的试剂和质控品&

d78""

$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配套的试纸条和质控品&

cA

G

J

@

C5

显微镜$日本奥

林巴斯株式会社%&

8"7%

台式低速离心机$上海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刻度离心管'

=2>

!

方法

=2>2=

!

操作方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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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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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操作说

明每天对其进行清洗)调试和配套质控#确保其正确测试'$

%

%

显微镜镜检!根据第
#

版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中显微镜尿

沉渣操作程序进行#对进行
d78""

检测后的标本混匀后倒入

刻度离心管#

!&""F

"

J16

#相对离心力
$""

=

#时间
&J16

#弃上

清液#留
"2%Ĵ

沉渣轻轻混匀后镜检'

=2>2>

!

结果判定
!

$

!

%

b\7!"""1

正常参考值!女性红细胞
"

!

%&

个"
#

^

#男性红细胞
"

!

!&

个"
#

^

#超过此上限为阳性&$

%

%

d78""

结果为!

M

)

Q

)

S

)

SS

)

SSS

#检测以
S

以上为阳性&

$

#

%显微镜!红细胞大于或等于
#

个"
dT

为阳性'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TZZ!#2"

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

分析#配对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A

&

"2"&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2=

!

#

种方法检测尿液红细胞结果比较
!

以显微镜检测结果

作为尿液有形成分检测的金标准分别对
b\7!"""1

和
d78""

的

检测结果评价'

b\7!"""1

分析尿液红细胞阳性符合率为

3$2%$P

#阴性符合率为
3&2/8P

#假阳性率为
$2#%P

#假阴性

率为
&2'/P

#总符合率为
3&2#"P

#二者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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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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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78""

分析尿液红细胞阳性符合率为

3&2/8P

#阴性符合率为
3'2!/P

#假阳性率为
%28$P

#假阴性

率为
$2#%P

#总符合率为
3828$P

#二者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

$%/%

重庆医学
%"!%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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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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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方法检测尿液红细胞结果比较$

$

%

检测方法
d78""

S M

显微镜

S M

b\7!"""1 S ##! #' #%' $!

M %8

3"!

"

%"

3"3

#

d78"" S

" "

##% %'

M

" "

!&

3%#

$

!!

"

!

A

%

"2"&

#

b\7!"""1

与
d78""

的结果比较&

#

!

A

&

"2"&

#

b\7

!"""1

与显微镜结果比较&

$

!

A

%

"2"&

#

d78""

与显微镜结果比较&

S

!

阳性&

M

!阴性&"!此项无数据'

>2>

!

#

种方法检测尿液中红细胞结果分析
!

见表
%

'

表
%

!!

#

种方法检测尿液红细胞结果分析

分类
b\7!"""1 d78""

显微镜 红细胞$

$

%

! S S S #%#

% S S M 8

# S M M ##

$ S M S $

& M M M 83"

/ M M S !!

' M S S 3

8 M S M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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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1

)

d78""

检测尿液红细胞假阳性及假阴性结果

分析
!

b\7!"""1

的检测结果中红细胞假阳性
$!

例#其中草酸

钙结晶
%3

例#尿酸盐结晶
#

例#磷酸盐结晶
!

例#细菌
#

例#

$类%酵母菌
$

例#精子
!

例&红细胞假阴性
%"

例#其中红细胞

碎片
#

例#影红细胞
/

例#未知原因
!!

例&

d78""

的检测结果

中红细胞假阳性
%'

例#其中血红蛋白尿
$

例#细菌尿
#

例#肾

病患者
!&

例#

@

d

%

82"#

例#未知原因
%

例&红细胞假阴性
!&

例#其中抗坏血酸大于
&2'JJ-A

"

^&

例#尿比重$

ZR

%

%

!2"#"

$

例#尿
@

d

&

&2"$

例#受药物影响
%

例'

?

!

讨
!!

论

?2=

!

b\7!"""1

使用的是
\(*

技术'用激光束照射染色后在

鞘流贯流分析池中形成的鞘流样本#并通过对各粒子产生的前

向散射光)侧向散射光以及侧向荧光信号转换成的光电信号来

进行综合分析细胞形态)细胞横截面积)染色片段的长度)细胞

容积等信息#绘出散点图#得出计数结果#并通过对每一个细胞

信号和波形的特征来对其分类'对于红细胞则是利用细胞膜

和核酸亲和力不一样的两种荧光染料进行染色#红细胞仅细胞

膜被染色#仪器根据荧光强度低和前向散射光强度低将其归为

红细胞*

!

+

'因此凡是影响上述二者的因素都直接导致了结果

的假性增高'从表
!

得到
b\7!"""1

与显微镜的结果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2&/

#

A

&

"2"&

%#国外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报

道*

%7#

+

'本文的假阳性率为
$2#%P

#产生的原因有!$

!

%草酸钙

结晶
%3

例#因其形态大小与红细胞相似#在散点图中与红细胞

交叉分布形成干扰&$

%

%集聚成团的非晶形尿酸盐结晶)磷酸盐

结晶
$

例#与红细胞散点出现交叉#当其浓度增高时#会对红细

胞产生影响*

$

+

&$

#

%细菌
#

例#染色后荧光强度和前向散射光强

度都低#当尿中细菌超过一定量聚集时会被误认为红细胞*

&7/

+

&

$

$

%酵母菌)类酵母菌
$

例#精子
!

例#其形态大小与红细胞类

似#造成仪器判别有误#有文献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78

+

'而对

于假阴性$

&2'/P

%的产生则是由于!$

!

%红细胞碎片
#

例#影红

细胞
/

例*

3

+

#后也经过干化学验证&$

%

%未知原因
!!

例#可能是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能产生荧光染料类似作用的药物#使

红细胞不易被染液染色或被其他染料染色#从而影响计数*

!

+

'

?2>

!

d78""

的原理是利用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中的亚铁血红

素有过氧化物酶样活性#使过氧化氢茴香素分解产生氧离子#

氧化四甲基联苯胺呈蓝色来进行测定'所以其结果与尿中过

氧化酶类活性有关#本实验结果与显微镜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288

#

A

%

"2"&

%'从表
!

中得到
d78""

的假阳性率

为
%28$P

#产生的原因可能为!$

!

%血红蛋白尿
$

例#

%

例为浓

茶色#

%

例为酱油色#

d78""

蛋白定性的结果均为,

SSS

-&

$

%

%细菌尿
#

例#因为大多革兰阴性杆菌和某些革兰阳性球菌

可释放过氧化酶活性物质或由于细菌代谢繁殖过程中合成的

触酶)过氧化物酶和超过氧化物歧化酶#这些物质和酶都能使

试带中的过氧化氢分解出游离氧#使色源呈色而出现假阳

性*

!"

+

&$

#

%肾病患者
!&

例#

#

例
@

d

%

82"

#因肾病患者的红细

胞在肾脏或泌尿道破坏及尿液
@

d

偏高均易造成红细胞破坏#

血红蛋白释放入尿中&$

$

%未知原因
%

例#可能是尿液中有对热

不稳定的酶或试纸条被污染)保存不当)操作不正确等'而对

于假阴性$

$2#%P

%的产生可能是!$

!

%

&

例抗坏血酸大于
&2'

JJ-A

"

^

#因高浓度的抗坏血酸可起竞争性抑制反应&$

%

%

$

例

尿
ZR

%

!2"#"

&$

#

%

$

例尿
@

d

&

&2"

&$

$

%

%

例可能为某些药物影

响#如利福平可降低红细胞的反应性#使结果偏低一个阳性

等级'

综上所述#

b\7!"""1

和
d78""

作为自动化仪器#其标准化

提高了结果的可靠性#可作为一个常规筛查的重要手段而又不

可以单独完全依赖#二者在联合应用中可以减轻显微镜镜检的

工作量)降低使用单一仪器造成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率)降低人

为误差#在临床检验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但同时也必须认

识到其中假阳$阴%性的存在#必要时还是要结合显微镜以保证

尿液分析的精确度*

!!7!%

+

#为临床提供快速)准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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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临床实践#是诊断早期胃癌的常用方法*

&

+

'色素内镜技术是

指在常规内镜检查的基础上#辅助使用活体染色剂#增加病变

与正常组织对比度#增强黏膜表面细小凹凸改变的立体感#使

病灶的形态)范围更为清晰#从而提高镜下肉眼识别能力#以便

有针对性地取材#提高病变检出率的方法*

/78

+

'常用的染料有

靛青红$靛胭脂%)亚甲蓝)碘和刚果红等*

37!"

+

'本研究中采用

亚甲蓝为吸收染色剂#胃黏膜在吸收染料的过程中逐渐被染

色#根据染色与否及染色的形态特征#以提高内镜的诊断能力'

在胃癌的发生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以下的关系即正常胃黏膜
*

浅表性胃炎
*

萎缩性胃炎
*

肠上皮化生
*

异型增生
*

胃癌'

及早发现癌前病变及早期胃癌并进行干预治疗可显著提高患

者的治愈率和生存率'

本研究中实验组腺上皮肠化)不典型增生的检出率均显著

性高于对照组$

A

&

"2"&

%#而两组腺上皮增生)腺瘤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A

%

"2"&

%#表明亚甲蓝色素内镜更有助于癌前

病变中腺上皮肠化)不典型增生早期发现及诊断'实验组腺癌

的检出率$

32/%P

%显著高于对照组$

%2%%P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A

&

"2"&

%#表明对早期胃癌的发现#亚甲蓝色素内镜优于

普通胃镜'本文认为在准确评估胃部病变进展情况方面#亚甲

蓝色素内镜优于普通胃镜&但本文两组样本数量较少#有待大

样本资料研究进一步探讨'亚甲蓝是可吸收染色剂#喷洒后正

常胃黏膜不吸收或少吸收#而肠化生或异型增生及癌变黏膜多

吸收色素而染色阳性'因此#亚甲蓝染色一直被作为肠化生

和异型增生的重要检出手段'本研究还发现#肠化生)异型增

生及癌变的异色反应阳性率均较高#但三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A

%

"2"&

%#与文献*

!!7!&

+报道相近#提示亚甲蓝染色

胃镜检查能提高对胃癌及其部分癌前病变的检出率'由于色

素内镜是一项简便)安全)非侵入性的操作#在对胃癌前病变)

早期微小癌变的检出方面具有优势*

&

+

'故本研究认为对行普

通胃镜检查时发现的疑似病变#均应行色素内镜检查#以提高

内镜对胃癌及其部分癌前病变的诊断能力'

色素内镜经过多年的应用#已经越来越成熟和完善#对微

小病变的发现)诊断已备受关注和得到广泛认可#但在我国基

层医院并未得到内镜医师重视'应用色素内镜可改善早期胃

癌病灶的清晰度#增加活检的阳性率#对提高早期胃癌及癌前

病变的诊断率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并且亚甲蓝色素内镜

技术所需试剂价格便宜#不需要特殊的设备#操作技术简便易

学#临床上容易推广应用#在基层医院尤其应积极倡导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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