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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尿常规与尿沉渣在尿液检验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从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在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的自然人

中随机选取 110 例进行本次研究，对其均行尿液检验，分别采用尿常规与尿沉渣法，在检验结束后，统计两种检验方式的检验效果，将其

结果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与沉渣法检验结果相比较，尿常规检验的尿蛋白、红细胞以及白细胞的阳性率与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检验科进行尿液检验时，采用尿常规检验与尿沉渣检验，其检出率均比较高，相比较而言，两种检测方式各有优缺点，为了提高临

床检验准确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将其联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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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检验是临床上用于疾病诊断的常用方式之一，其能够帮助

检验人员尽早发现疾病，从而为临床治疗以及预后改善提供可靠的

指导依据。但是在进行尿液检验的过程中，检验方式不同，所得到

的检验结果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尿常规检验在临床上比较常用，

虽然操作简单，但是其结果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局限性比较

强。尿沉渣检验法虽然操作复杂，但是我其检验结果一般不会受到

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准确率较高[1]。本次研究选取了近两年来在

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的 110 例自然人，详细的分析了尿常规与

尿沉渣在尿液检验中的应用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在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的

自然人中随机选取 110 例进行本次研究，纳入标准：（1）采集其清

晨空腹状态下的尿液标本；（2）对本次研究知情，自愿参与；（3）

尿液标本合格；排除标准：（1）处于月经期的女性；（2）未进行阴

道清洁直接采样的女性；（3）资料不全。本组中男性与女性分别有

59 例和 51 例，最小年龄 22 岁，最大 75 岁，平均（48.38±4.81）

岁。经检验后发现本组中患有糖尿病、慢性肾炎、尿路感染、肾结

石患者分别为 21 例、12 例、14 例和 10 例，其余 53 例健康。 

1.2 方法 

对其均行尿液检验，分别采用尿常规与尿沉渣法。（1）尿常规。

受检人员在清晨空腹的状态下，检验人员指导其自行采集中段尿

液，充分的还混匀后采用尿液分析仪对尿液中的尿蛋白、白细胞以

及红细胞水平进行检测，各项检验操作严格遵循相关的标准规范进

行。 

（2）尿沉渣法。受检人员在清晨空腹的状态下，检验人员指

导其自行采集中段尿液，用滴管吸取 10mL 标本均匀的滴在载玻片

上，尿液标本充分的盖住载玻片后在显微镜的辅助下进行详细的观

察，检验人员要详细观察尿液细胞的形态，将检验结果进行详细的

记录。将采集到的标本采用本院全自动离心仪进行离心处理，将离

心仪的转速和离心时间分别设置为 1500r/min 和 5min，弃上层清液，

将下层沉淀物放置在涂片上，在显微镜的辅助下对细胞的形态、数

量以及分布情况进行详细的观察，根据观察到的结果做好详细的记

录。 

1.3 观察指标 

在检验结束后，统计两种检验方式的检验效果，将其结果进行

统计学比较。各指标阳性判断标准，尿蛋白正常值≤1.0g/L、红细

胞正常值≤7.0U/L、白细胞正常值≤10.0U/L，如果检验结果发现超

过正常值范围，则将其评价为阳性。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软件，用（n，%）表示检验阳性率，用χ2 检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与沉渣法检验结果相比较，尿常规检验的尿蛋白、红细胞以及

白细胞的阳性率与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下表 1 所示： 

表 1 两种检验方式的阳性率比较   （%） 

检验方式 尿蛋白 红细胞 白细胞 

尿沉渣法

（n=110） 
20（18.18） 25（22.73） 23（20.91） 

尿常规（n=110） 21（19.09） 27（24.55） 22（20.00） 

χ2 1.012 1.236 0.024 

P 0.094 0.085 0.136 

3 讨论 

尿液检验是临床上用于疾病诊断的常规方式之一，其能够为临

川治疗提供准确的指导依据。尿液比较容易采集，诊断人员通过尿

液中的尿蛋白、红细胞以及白细胞等水平检测，进一步明确受检人

员的身体状况。目前,被应用于临床上的尿液检验方式比较多,常用

的为尿常规检验和尿沉渣检验两种。尿沉渣检验方式检验结果的准

确率比较高，此种操作方式对检验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要求比较

高，整个操作过程相比较而言比较复杂，并且检验过程所用的时间

比较久，适用与一些常规体检的人群，但是对于一些出现急诊、突

发性疾病患者的诊断则不适合，很可能会延误患者的最佳治疗时

机，检验效率比较低[2]。尿常规检验不但操作比较简单，并且检验

过程比较短，一般能够在标本采集后的 30~40min 得出检测结果，

检验效率较高，但是尿常规检验结果极易受到外界一些因素的干扰

而出现差异，比如女性患者在检验前未能进行阴道清洗，如引导中

的分泌物混入，则检验结果并不准确[3]。除此之外，尿液标的采集

方式、人体机体内的代谢情况等均会对尿常规检验结果造成影响，

并且对于一些细微的管型以及细胞形态，相比较而言，尿沉渣法观

察的更清楚[4]。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与沉渣法检验结果相比较，尿常规检验的

尿蛋白、红细胞以及白细胞的阳性率与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采用尿沉渣法和尿常规进行尿液检验，结果基本相

当。临床诊断人员应结合患者的自身情况选择有效的诊断方式。 

综上所述，检验科进行尿液检验时，采用尿常规检验与尿沉渣

检验，其检出率均比较高，相比较而言，两种检测方式各有优缺点，

为了提高临床检验准确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将其联合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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