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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人尿液常规检测结果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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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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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本地区老年人尿液常规检测结果异常情况$以早期发现和治疗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提

高老年人健康生活水平$方法
!

采用尿
11

项试纸条以配套尿液分析仪对
16.6/

例年长者"年龄大于或等于
5*

岁#进行尿液常规检测$使用
+S++1'4*

统计软件对年龄%性别及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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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Ò2

#%蛋白质"

S3f

#%亚

硝酸盐"

%N7

#%尿糖"

W,U

#和管型等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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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分别为
104()V

%

154/(V

%

.46)V

%

/4(0V

%

(4/5V

$性别上比较!女性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1

#&从相同性别不同年龄上比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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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

组#患病率低于
/1

!

.*

岁"

O

组#!

O

组患病率亦低于
.*

岁以上者

"

2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1

#!女性
&

组与
2

组比较除外$结论
!

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不容忽视!应做

到早发现%早治疗!以确保老年人身体健康$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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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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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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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常规是医学检验)三大常规*项目之一#在临床上是不可

忽视的一项初步检查#不少肾脏病变患者早期就可以出现蛋白

尿或者尿沉渣中出现有形成分,

1

-

.尿常规对泌尿系统和糖尿

病的筛检有重要价值#异常是提供病理过程本质的重要线索#

随着科技发展#尿常规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包括的检查项目

已经由传统的手工)尿蛋白*加)显微镜检查*时代发展到半自

动+全自动的仪器化检测时代,

(#)

-

.为了解本地区老年人尿液

常规检测结果异常情况#以早期发现和治疗老年人泌尿系统疾

病#提高老年人健康生活水平.本文针对老年人尿液进行常规

检查并分析结果的检出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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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人尿液标本均来自
(**/

年
1

月至
(*1*

年
0

月在本院住院+门诊患者或体检人群#其中男

//)5

例#占
))45(V

#平均年龄$

//46T540

%岁(女
1)1/1

例#

占
//4'0V

#平均年龄$

/)45T/4.

%岁#异常结果分类按检测项

目进行.

$4/

!

仪器与试剂
!

+

H

"F<X

型全自动有形成分尿液分析仪及

配套试剂均由日本希森美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所有试剂均在

有效期内使用.

$4'

!

标本分析
!

所有标本均采用一次性尿杯收集空腹晨尿#

操作严格按仪器及试剂说明书进行#对标本逐一进行检测#所

有操作均在
(@

内完成.

$41

!

结果判断及质量控制
!

干化学法尿液分析以仪器检测结

果为准.每天分析尿液标本前做仪器保养和室内质控#质控结

果为所有项目均在控方可检测标本.

$42

!

统计学方法
!

例数之间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量值之间

的比较采用
:

检验.采用
+S++1'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

).1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11

年
5

月第
0

卷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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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A40

!

%841*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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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红细胞$

3O2

%+白细胞$

Ò2

%+蛋白质$

S3f

%+亚硝酸盐

$

%N7

%+尿糖$

W,U

%阳性率分别为
104()V

+

154/(V

+

.46)V

+

/4(0V

+

(4/5V

.性别上比较#女性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各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1

%(从相同性别不同年龄上

比较#

5*

!

/*

岁$

&

组%患病率低于
/1

!

.*

岁$

O

组%#

O

组患病

率亦低于
.*

岁以上者$

2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1

%#女性
&

组与
2

组比较除外.具体结果见表
1

+

(

.由表

(

可见#

&

组阳性检出例数中#男性与女性比较#

'

(

]1140)

#

!

#

*4*1

(

O

组阳性检出例数中#男性与女性比较#

'

(

]5/46*

#

!

#

*4*1

(

2

组阳性检出例数中#男性与女性比较#

'

(

]5/4*)

#

!

#

*4*1

.在相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中#男性
&

组与
O

组阳性例

数比较#

'

(

](*45(

#

!

#

*4*1

(

&

组与
2

组阳性例数比较#

'

(

]

.14.0

#

!

#

*4*1

(

O

组与
2

组阳性例数比较#

'

(

])/45.

#

!

#

*4*1

.女性
&

组与
O

组阳性例数比较#

'

(

]6'4)5

#

!

#

*4*1

(

&

组与
2

组阳性例数比较#

'

(

]*4/.

#

!

$

*4*5

(

O

组与
2

组阳

性例数比较#

'

(

].641'

#

!

#

*4*1

.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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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人尿液分析阳性检出情况)

'

%

V

&*

项目 有症状或疾病 无症状 阳性总数

3O2 1**6

$

541*

%

(/**

$

1)41)

%

)/*6

$

104()

%

`O2 1*50

$

54)5

%

(*)'

$

1*4(.

%

)*6(

$

154/(

%

S3f )*/

$

145'

%

1(/'

$

/4)6

%

15.*

$

.46)

%

%N7 (05

$

14''

%

650

$

'40'

%

1(')

$

/4(0

%

W,U 06

$

*4'5

%

')/

$

(4(*

%

5(5

$

(4/5

%

表
(

!

不同年龄(性别老年人尿液分析阳性检出情况

组别
'

男性

3O2 Ò2 S3f %N7 W,U

'

女性

3O2 Ò2 S3f %N7 W,U

&

组
1*.' 1(( .( )' (* )6 '**1 5/* )5/ 1'' 6/ 1)(

O

组
)/65 5)6 )1* 100 .0 1'' /01. 11'5 056 ).5 1.. (.6

2

组
10/5 )*( ()( 1(6 '1 0/ ()') '5( )06 1/0 // 1*0

'

!

讨
!!

论

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提速#

/*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从)十一

五*的年均净增
'0*

万提高到)十二五*的
0**

万左右.在老年

人的日常生活照顾中#不要忽略了泌尿系统疾病给老年人的生

活带来的不便.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
/*

岁以后#不少患者

走不出泌尿系统感染疾病反复发作的)怪圈*#成为久治不愈的

老病号.如血尿+解尿困难+频尿+夜尿等#这些大都是前列腺

肥大症或是膀胱疾病造成的.据统计#前列腺肥大症与前列腺

癌是最常困扰老年男性的下泌尿道疾病#大约有
51V

前列腺

肥大症发生于
/*

!

/6

岁的男性#需要靠接受治疗来改善生活

质量#同时#年龄越大的男性#患病概率越高.对于
/*

岁以上

的老年人#夜间频尿+解尿困难+残尿感等是经常遇到的不适#

很多时候这些疾病会影响到患者的日常起居#医学上又把这些

症状归为泌尿系统退化#是高龄所带来的老年疾病,

'#5

-

.例如#

男性常会患上前列腺肥大症#这是男性老化的一种表现(年长

的女性泌尿系统疾病大部分与生产+反复性泌尿道感染+神经

性膀胱相关#如尿失禁+膀胱机能障碍与血尿等#严重时必须长

期仰赖医疗照顾.家中老人如患上上面提到的泌尿系统疾病

时#必须及时到泌尿科就医#尽早发现问题所在#以便更好地照

顾老人#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显示#从性别上比较#各项指标女性患病率显著高

于男性#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1

%#由此说明

由于女性生理结构特点#老年女性泌尿系统疾病患病率要比男

性高.从相同性别不同年龄上比较#

5*

!

/*

岁患病率低于
/1

!

.*

岁#

/1

!

.*

岁患病率亦低于
.*

岁以上者#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4*1

%#女性
&

组与
2

组比较除外#这说明年龄越

大#患病率越高.

在肾脏及泌尿系统疾病的临床诊断中#尿液及尿液沉渣的

分析对临床诊断泌尿系统疾病+疗效观察及预后判断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尿液常规分析和干化学试剂方法的干扰因素较多#

无法作出准确的定量分析.尿液沉渣镜检可以排除上述方法

的干扰#从而为临床提供可靠和准确的检验结果,

/#0

-

.一般情

况下#对泌尿系统的结构和生理功能+老年肾脏及泌尿外科疾

病流行病学特点及诊断要点+中医对老年肾脏系疾病的认识#

可改变危险因素对老年人肾脏的影响+老年人药物代谢特点和

合理用药问题及对老年肾脏系疾病的调护.在急性肾损伤+慢

性肾功能衰竭+原发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老年肾小球微

小病变+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膜性肾病+

N

>

&

肾病+老年新

月体肾炎+糖尿病肾病等
).

种老年泌尿系统疾病的病因+发病

机制+临床表现进行实验室检查#可对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作

出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预后与转归及难点与对策#积极应对

老年血液透析并发症及中医药防治措施.分析尿液常规对连

续血液净化在老年肾脏疾病中的应用+腹膜透析并发症的中医

药防治和连续性肾替代治疗在老年患者中的运用.

综上所述#尿液分析在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中有着重要的

临床意义#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不容忽视#应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以确保老年人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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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常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

%(

S-

组血浆
C#

7\SN

水平明显高于未妊娠组和正常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4*1

%#但正常妊娠组
C#7\SN

水平轻微高于未妊娠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1

.

表
1

!

)

组血浆
7\

和
C#7\SN

水平的比较

项目 未妊娠组 正常妊娠组
S-

组

7\

$

J>

"

F,

%

*4(1T*411 1460T141)

%

)40/T14')

%

C#7\SN

$

:

>

"

F,

%

041*T'46 64'*T(4/

"

1(4(*T(46

%

!!

注!与未妊娠组比较#

%

!

#

*4*1

(

"

!

#

*4*5

.

/4/

!

S-

组+正常妊娠组和未妊娠组血浆
7\

"

C#7\SN

的变化

!

S-

组血浆
7\

"

C#7\SN

明显高于正常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4*5

%(正常妊娠组血浆
7\

"

C#7\SN

明显高于未妊娠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见图
1

.

图
1

!

)

组血浆
7\

'

C#7\SN

的变化

'

!

讨
!!

论

7\

即
%

因子是外源性凝血途径中的启动因子#是凝血系

统中惟一在细胞表面表达的跨膜糖蛋白#在生理性凝血止血及

多种血栓栓塞疾病中发挥主要作用#是体内最重要#活性最强

的促凝物质之一,

)

-

.根据文献报道#

7\

在体内的分布广泛#皮

肤上皮的角质细胞#大脑的星形胶质细胞#肾小球的
O8KF?:

膜#胎盘的细胞滋养层+合胞体滋养层#心肌细胞均有
7\

表

达.

7\SN

是单链糖蛋白#属于库尼型蛋白酶抑制剂家族蛋白#

能通过与凝血因子结合并抑制
7\#QNN?

活性#从而抑制了血栓

形成#是体内主要的内源性抗凝物质.血管内
7\SN

包括游离

和脂蛋白结合两种形式.游离的
7\SN

又包括注射肝素前血

浆中存在的
7\SN

和注射肝素后从内皮细胞上释放的
7\SN

.

最近研究表明#

C#7\SN

对凝血途径的抑制作用强于脂蛋白结

合形式的
7\SN

#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

本文的研究表明#

S-

患者血浆
7\

活性和
C#7\SN

水平明

显高于正常妊娠孕妇(正常妊娠者血浆
7\

活性又明显高于未

妊娠者#但
C#7\SN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S-

组
7\

"

C#7\SN

明显高于正常妊娠组和未妊娠组.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与本

文的结果相类似.

&BE<A9<

等,

'

-研究显示#妊娠并发
S-

时血液

系统处于高凝状态#

S-

患者血浆
7\

活性显著高于健康妊娠

和未妊娠组水平(

RB

等,

5

-对并发
S-

的妇女进行了随访#结果

表明
S-

患者的血浆
C#7\SN

水平在第
1)

周已经是未怀孕妇女

的
1)

倍#在孕
)6

周达到最高峰#不过产后血浆
C#7\SN

水平迅

速降低到未怀孕妇女水平.

S<!<E"<:

等,

/

-通过转基因小鼠发

现#无论是
7\

b

"

b还是
7\SN

b

"

b缺失的转基因小鼠胚胎均发

育出现异常#最终均死于
$N2

.本文分析
S-

患者血浆中
7\

和
7\SN

升高的主要原因是胎盘形成中滋养细胞的侵入不足

导致母体血管内皮细胞激活"功能失调#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

碍导致血管扩张因子和收缩因子间的平衡#继而激活细胞中

7\

的活性并释放入血.

综上所述#血浆
7\

和
7\SN

是体内重要的凝血和抗凝血

因子#

7\

和
7\SN

与胎盘发育和妊娠结局有密切关系#可能是

一个新的反应妊娠并发
S-

的指标.本研究还将继续探讨

7\

+

C#7\SN

及其比值与妊娠结局的关系#为临床早期诊断和防

治
S-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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