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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肉眼血尿对尿常规分析结果的影响( 方法-模拟血尿标本#观察其在离心处理前

后对尿常规分析的影响( 结果-尿液标本中红细胞浓度达到 '%% a'%

(

bc时#部分项目结果出现假阳性( 离

心处理后#白细胞酯酶及酮体的影响基本可以消除#但无法消除对蛋白质假阳性结果的影响( 结论-肉眼血

尿对尿分析存在一定的干扰#离心后可消除部分干扰#尿液有形成分应以显微镜检查结果为准(

--"关键词#-肉眼血尿*-尿常规分析*-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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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内含有一定量的红细胞时称为血尿#' c

尿液中含有 ' F=以上血液且标本外观呈红色时称

为肉眼血尿!'#$"

( 血尿是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常见的

临床症状之一#如结石)炎症和肿瘤等#也可见于出

血性疾病#或某些健康人剧烈运动后的一过性血

尿!. e,"

( 尿常规检测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项检测项

目#可有干化学分析及沉渣分析( 工作中我们发现

在检测肉眼血尿标本时会对干化学分析的某些项目

结果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对肉眼血尿标本对尿常规

干化学结果的影响及其去除影响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3仪器与方法

>?>3仪器3[@7F<YSUP*%%4尿沉渣分析仪$包含尿

干化学分析 NYP)%.% 及尿沉渣分析模块%和配套试

剂#质控品为 [@7F<Y配套有形成分分析质控及上海

伊华多项目尿液化学分析质控品( 奥林巴斯$广

州%工业有限公司显微镜#型号L!$.c>RXU['L(

>?@3方法

'd$d'-将 %d(f生理盐水洗涤数次的正常人的新

鲜红细胞加入到各项理化分析全部阴性的正常尿液

$采集于 $%',P%)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中#

而后制成不同程度的人工肉眼血尿#配制后红细胞

浓度为 $d* a'%

(

bc)* a'%

(

bc)'% a'%

(

bc)$% a'%

(

bc)

*% a'%

(

bc)'%% a'%

(

bc)$%% a'%

(

bc#每个浓度设置

$ 个平行管( 按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检测#记录结果#

找出影响结果的红细胞浓度(

'd$d$-取 $, 份门诊尿液样本$采集于 $%',P%) 广

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按标准操作规程进行

检测*再根据上面分析得出的结果#在 $, 份尿液样

本中加入红细胞#使其配置的红细胞浓度达到 '%% a

'%

(

bc#进行检测#记录结果( 最后将标本 . %%% ?bF45

离心 '% F45#取上清进行检测#记录并分析结果(

'd$d.-收集 $% 份明显红色的血尿标本$采集于

$%'(P%'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和住院部%#按

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检测#并进行镜检#记录结果( 最

后将标本以 . %%% ?bF45离心 '% F45#取上清进行检

测#记录并分析结果(

@3结果

@?>3红细胞浓度与尿常规干化学)尿液有形成分的

关系-人工肉眼血尿标本中#当红细胞浓度达到 $% a

'%

(

bc时#白细胞酯酶检测项开始出现弱阳性$g%的

结果#白细胞酯酶检测项开始出现阳性$h%的结果(

红细胞浓度达到 '%% a'%

(

bc时#蛋白质出现阳性$h%

的结果#酮体也开始出现弱阳性$g%的结果( 在红细

胞浓度为$$d* e$%%% a'%

(

bc时#葡萄糖)亚硝酸

盐)胆红素及尿胆原检验结果没有影响*对白细胞计

数)上皮细胞计数)结晶计数及酵母菌计数影响较

小( 红细胞浓度达到 $%% a'%

(

bc时#管型计数明显

增高( 见表 '#$(

表 '-红细胞浓度与尿常规干化学的关系

红细胞浓度
$ a'%

(

bc%

白细胞
酯酶

潜血 蛋白质 葡萄糖 亚硝酸盐 酮体 胆红素 尿胆原

% + + + + + + + +

$d* + $ h + + + + + +

* + . h + + + + + +

'% + . h + + + + + +

$% g . h + + + + + +

*% h . h + + + + + +

'%% h . h h + + g + +

$%% h . h h + + g + +

表 $-红细胞浓度与尿液有形成分的关系

红细胞浓度
$ a'%

(

bc%

白细胞
计数

$个b

!

=%

管型
计数

$个b

!

=%

上皮细胞
计数

$个b

!

=%

结晶
计数

$个b

!

=%

酵母菌
计数

$个b

!

=%

% % % % % %

$d* $d' % % %d' %

* $d( % %d' %d%* %

'% $d( % %d$ % %

$% .d$ % %d. % %

*% .d* % 'd' % %

'%% )d& % $ % %

$%% )d. *%d.$ %d* % %

@?@3$, 份人工肉眼血尿标本对干化学测定项目的

影响-在 $, 份配制红细胞浓度为 '%% a'%

(

bc的人

工肉眼血尿标本中#均出现白细胞酯酶假阳性#假阳

性率为 '%%d%f#离心后消除干扰率为 (.d%f( $, 例

出现蛋白质假阳性#假阳性率为 '%%d%f#离心后消

除干扰率为 %d%f( '% 例出现酮体假阳性#假阳性

率为 .*d&f#离心后消除干扰率为 '%%d%f( 离心

前后#葡萄糖)亚硝酸盐)胆红素及尿胆原结果无差

异( 见表 .(

表 .-$, 份人工肉眼血尿标本!红细胞浓度 '%% a'%

(

bc"

- -对干化学测定项目的影响

-检测项目 白细胞酯酶 蛋白质 酮体

原标本阳性例数 % % $

加入红细胞后标本阳性例数 $, $, '$

离心后阳性例数 $ $, $

肉眼血尿对项目的假阳性率$f% '%%d% '%%d% .*d&

离心后消除干扰率$f% (.d% %d%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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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份肉眼血尿标本离心前后的测定结果-在

$% 份肉眼血尿标本中#原标本白细胞酯酶阳性例数

为 '* 例#通过镜检确认 ') 例出现白细胞酯酶假阳

性#假阳性率为 (.d.f#离心后消除干扰率为 /)d%f(

') 例出现蛋白质阳性#离心后 '' 例蛋白质阳性#离

心后消除干扰率为 $'d)f( 离心前后#酮体)葡萄

糖)亚硝酸盐)胆红素及尿胆原结果无差异(

A3讨论

肉眼血尿经常是由泌尿生殖系统出血引起#在

临床工作中经常遇到#由于出血量不同#其外观呈现

淡红色云雾状)洗肉水样或混有血凝块!(#'%"

( 一旦

患者发现尿液有这样的外观改变#临床医师一般会

让患者做尿液分析初筛检测( 尿液干化学分析最常

用的是多联试带检测#尿液的成分使多联试带上的

试剂模块发生颜色变化#颜色深浅与尿液中化学成

分的浓度呈正比( 其检测原理是通过对光的吸收和

反射进行检测#颜色越深#光吸收越大#光反射越小#

反射率越小*反之#颜色越浅#光吸收越小#光反射越

大#反射率也越大( 目前最常用的检测参数包括酸

碱度)比重)蛋白质)葡萄糖)酮体)胆红素)尿胆原)

红细胞)亚硝酸盐)白细胞和维生素 L等!''"

( 有研

究表明#尿液干化学分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分

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的一些影响因素!'$ e')"

( 本实

验主要针对标本本身对尿液干化学分析结果的影响

进行研究( 本研究结果提示#肉眼血尿红细胞达到

一定浓度时#白细胞酯酶)蛋白质及酮体开始出现假

阳性结果#在红细胞浓度为$$d* e$%%% a'%

(

bc时#

对葡萄糖)亚硝酸盐)胆红素及尿胆原没有影响#对

白细胞计数)上皮细胞计数)结晶计数及酵母菌计数

影响较小*红细胞浓度达到 $%% a'%

(

bc时#管型计

数明显增高( 肉眼血尿对结果产生的干扰可能与血

尿颜色及检测原理有关( 尿液的成分检测是根据颜

色变化来分析的#颜色深浅与尿液中化学成分的浓

度呈正比#虽然试剂条带上有空白模块校准域#但当

尿液的红色超过其阈值时#尿液以上几种成分的检

测就会受到干扰#出现假阳性结果!''#'*"

( 还有可能

是红色的底色达到一定浓度后与试剂模块其他颜色

叠加发生颜色变化引起假阳性结果( 肉眼血尿对尿

液分析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经过离心处理后#发现对

白细胞酯酶及酮体的影响基本可以消除#但无法消

除对蛋白质假阳性结果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肉眼

血尿中的红细胞已经被部分破坏#使得离心后的液

体蛋白质也阳性#对检测造成了影响( SUP*%%4应用

流式细胞术和电阻抗的原理对尿液有形成分进行分

析#精密度和准确度比较高#但显微镜检查仍然是尿

液有形成分诊断的金标准!''"

( 当尿液红细胞浓度

较高时#红细胞容易形成团块#仪器误认为管型#影响

计数结果#这时候应该采用镜检#并以镜检结果为准(

综上所述#尿常规分析的结果须考虑多种因素

的影响#其中肉眼血尿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如工

作中遇到明显的肉眼血尿#需提醒临床医师结合实

际情况来看待检测结果#或者可以离心后再进行检

测#从而消除对白细胞酯酶及酮体结果的影响#尿液

有形成分应采用显微镜检查#以镜检结果为准#为临

床医师及患者提供一个可靠的检验报告(

参考文献

'-周洁清#姜-红#血尿的病因及发生机制!""#中国实用儿科杂

志#$%')#$($)%&$)* +$),#

$-易著文#儿童血尿的诊断思路!""#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 +$**#

.-:63_# 1̂ 0# j831 "# <26=#;?<62F<523CZ<?7472<52W?377\<F621P

?46J428 ;?65<Y6F4BNB4A 45 N12373F6=R3F45652Z3=@B@724B94A5<@

R47<67<!""#94A5<@]=33A Z?<77X<7# $%'&#)$$'%&'*/ +'/)#

)-c45 [\# c13\c# L8<5 :;# <26=#S745H\<F621?4667R<2<B2435 3C

Z372PG4A5<@;?657D=65262435 SDD<?S?456?@;?6B2S?328<=46=L6?B453F6

O7N773B462<A ^428 R<=6@<A R46H537473CL65B<?MBB1??<5B<!""#

;?657D=652Z?3B# $%'&#)($*%&'%/' +'%/.#

*-高-燕#张海松#血尿的常见原因及鉴别!""#临床荟萃#$%'/#

.'$/%&/,.#

/-"<?54H65 [0#\<F621?4645 28<5<JI3?5!""#L=45 Z<?45623=# $%')#

)'$.%&*(' +/%.#

&-X6F4?<KR# W1D26N# L652<?R# <26=#04B?37B3D4B86<F621?4662

24F<3CA46H53747476773B462<A J428 =3J<?A47<67<726H<45 D624<527J428

5<J=@A46H537<A I=6AA<?B65B<?!""#]"SO52# $%'/#''&$*%&&,. +

&,/#

,-唐-盛#龚智峰#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进展!""#中国

临床新医学#$%''#)$*%&)&, +),'#

(-NQ<==453W"# ]37<[# ^65HR[#R46H5374765A 0656H<F<523C\<P

F621?46!""#[1?HL=45 T3?28 NF# $%'/#(/$.%&*%. +*'*#

'%-崔洁媛#张宏文#肉眼血尿对尿液化验结果的影响!""#临床儿

科杂志#$%'&#.*$,%&/$( +/.'#/)%#

''-刘成玉#罗春丽#临床检验基础!0"#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周丽丽#李-晶#尿常规检验结果的影响因素简要分析!""#中

国医药指南#$%'/#')$'.%&'&( +',%#

'.-汪-丽#临床尿常规检验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代医学#

$%'*#$'$.)%&), +)(#

')-蔡-瑜#温-和#浅谈尿液分析的影响因素!""#安徽医药#

$%''#'*$''%&').( +'))%#

'*-赵亚娟#肉眼血尿对\P*%% 尿液分析仪干化学分析的影响及处

理!""#慢性病学杂志#$%'%#'$$'%%&'$)/ +'$/'#

!收稿日期-$%', +'$ +'&"!本文编辑-余-军-吕文娟"

+*.&+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