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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目的
!

血尿的定位对诊断和治疗均有重要意义&该文通过测定尿
!

#

?

巨球蛋白$

!

#

?@A

%的含量来

区分肾小球性及非肾小球性血尿'方法
!

采用双夹心酶免疫测定法$

BCDEF

法%测定
&G

例正常对照组$

F

组%*

#&

例非肾小球性血尿$

H

组%及
#;

例肾小球性血尿$

'

组%的尿
!

#

?@A

的含量'结果
!

H

组尿
!

#

?@A$7#&#I

$7&;#/

J

+

C

明显高于
F

组
$7$&>I$7$&!/

J

+

C

和
'

组
$7$#%I$7$&"/

J

+

C

&差异均有显著性$

!

"

$7$&

%&而
F

&

'

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

#

$7$"

%'结论
!

尿
!

#

?@A

可作为区分肾小球性与非肾小球性血尿的有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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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在小儿中较为常见&约占正常人群的

$7"M

"

&7!M

!

&

"

'血尿的病因多样&根据血尿出现

的部位&主要分为肾小球性血尿和非肾小球性血尿

两大类'鉴别血尿的定位对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均有

重要意义'传统方法常用尿畸形红细胞百分比来区

分两者&但受检测者个体*技术条件限制&常有误差'

近年国外报道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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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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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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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鉴别两者有重要意义!

#

"

'本文对
%%

例血

尿患儿进行了尿
!

#

?@A

测定&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

对象和方法

)7)

!

临床资料

正常对照组$

F

组%

&G

例&男*女各
=

例&无肾脏

疾患*尿常规正常&年龄与疾病组相仿'

%%

例患儿

均为镜下血尿&尿蛋白均阴性'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月
"

&%

岁$平均
>7"

岁%'所有患儿均查尿

红细胞畸变率*尿红细胞容积曲线*尿系列微量蛋

白*

#%(

尿蛋白定量*中段尿培养*腹部
H

超等实验

室检查&个别病人行肾静脉造影术&将其分为两组(

非肾小球性血尿$

H

组%和肾小球性血尿$

'

组%'

H

组
#&

例&其中高钙尿症$

&

例合并肾积水%*药物性

血尿各
G

例&左肾静脉压迫症
#

例*肾静脉瘘*肾输

尿管积水*尿路感染各
&

例'

'

组
#;

例&其中孤立

性血尿
&>

例&急性肾炎综合征
!

例'

)7!

!

方法

每例取随机尿
&$/6

&采用双夹心酶免疫测定

法$

BCDEF

法%测定尿
!

#

?@A

含量'

#;

例肾小球性

血尿患儿中有
&>

例做肾活检&占
G&M

&标本送光

镜*电镜*免疫荧光学检查'

)7*

!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

" I#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

F895F

%进行统计&

!

"

$7$&

为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

!

结果

!!

所有患儿每周复查
#

次尿常规&

H

*

'

两组尿红

细胞波动于数个
"

L

+

P1

&尿蛋白均阴性&

#%(

尿

蛋白定量均在正常范围内&肾功能均正常'

F

组尿

!

#

?@A

含量为
$7$&>I$7$&!/

J

+

C

&其最高上限为

$7$%=/

J

+

C

#

H

组 尿
!

#

?@A

含 量 为
$7#&# I

$7&;#/

J

+

C

&最高上限
$7%>!/

J

+

C

#

'

组尿
!

#

?@A

含 量 为
$7$#% I $7$&"/

J

+

C

&最 高 上 限

$7$"%/

J

+

C

'

;

组之间比较(

'

组与
F

组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

!

#

$7$"

%#

H

组与
F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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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疾病组比较差异亦有显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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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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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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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分组 例数 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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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F

组%

&G $7$&>I$7$&!

非肾小球性血尿$

H

组%

#&

$7#&# I $7

&;#

3

&

N

肾小球性血尿$

'

组%

#; $7$#%I$7$&"

!!

注(

3

与
F

组比较
!

"

$7$&

#

!

N

与
'

组比较
!

"

$7$&

!!

#;

例肾小球性血尿患儿中有
&>

例做肾活检&

占
G$M

&其中肾小球轻微病变
G

例&薄基底膜肾病
"

例&

D

J

F

肾病
#

例&弥漫性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局灶节段透明变性各
&

例'

*

!

讨论

!!

血尿是小儿肾脏疾患中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

病因繁多&鉴定血尿的出血部位对诊断和治疗非常

重要&主要分为肾小球性血尿和非肾小球性血尿'

以往常用尿红细胞形态学检查及测定尿中红细胞平

均体积来鉴别两者&但因留置标本等外界因素及检

测者的主观意识&往往造成一定局限性'近年来有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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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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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鉴别两者有重要意义'

正常情况下&分子量
"

%

万的蛋白质可自由通

过肾小球基底膜&几乎全部由肾近曲小管重吸收并

分解代谢&分子量
#

#"

万的蛋白质几乎完全不被肾

小球滤过膜滤过'

!

#

?@A

为大分子蛋白&分子量约

>>

万&正常情况下不能被肾小球基底膜滤过&故其

在尿中含量甚微'只有当肾小球基底膜严重受损或

血液成分进入尿中时&尿中
!

#

?@A

才升高!

;

"

'

本文所测肾小球性血尿组尿
!

#

?@A$7$#%I

$7$&"/

J

+

C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

#

$7$"

%'说明肾小球性血尿时&

!

#

?@A

不被或仅有

少量被肾小球基底膜滤过&故其在尿中含量很低'

而 非 肾 小 球 性 血 尿 组 尿
!

#

?@A $7#&# I

$7&;#/

J

+

C

&与肾小球性血尿组及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有显著性$

!

"

$7$&

%'由于所测患儿肾功能及

尿蛋白均正常&不存在肾小球基底膜严重受损&当肾

输尿管积水*结石*感染或肾血管受压等因素引起小

血管破裂&出现非肾小球性血尿&尿中红细胞来自于

破损的小血管&故
!

#

?@A

也同时从破损的血管中逸

出&导致尿中
!

#

?@A

明显上升'

本研究显示&由于肾小球血尿和非肾小球血尿

尿中红细胞的来源不同&造成尿
!

#

?@A

存在明显差

距'故可以作为鉴别血尿部位的一项敏感指标&供

临床医生在鉴别血尿的出血部位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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