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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了解宜宾地区近年来泌尿系结石的发病情况和发病危险因素!为泌尿系结石的宏观预防和治

疗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例泌尿系结石患者的一般情况'饮食习惯及营养状况等$结果
!

$/!%

例泌尿系结石患者的发病与地理环境'气候!患者性别'年龄!饮食生活习惯!职业等密切相关$结论
!

针对宜宾地

区泌尿系结石发病的危险因素!可从饮水'饮食'运动'行为习惯等方面进行预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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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石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我国泌尿系结

石的发病率为
$c

"

#c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饮食结构的

改变#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

+

,宜宾地区是我

国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区#为了解本地区泌尿系结石的发病情

况#本研究通过对
$/!%

例泌尿系结石住院患者的相关情况进

行统计分析#了解泌尿系结石的发病情况及危险因素#为泌尿

系结石的预防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本院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泌尿系结

石住院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发病年龄
/

"

%1

岁#以
4.

"

/.

岁为高发年龄段#占发病人数的
/%034c

,

上尿路结石
$#$!

例#下尿路结石
$$/

例#上)下尿路结石之比

为
$40.4g$

,

$0/

!

方法
!

仔细了解并询问本组患者病史及一般情况#包括

患者有无泌尿系结石家族史#生活环境#职业及工作条件#饮

食)饮水)生活习惯等,分析本地区泌尿系结石的发病情况和

发病的高危因素#从而提出相应的预防指导措施,

$0'

!

统计学处理
!

用
Q-QQ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发病情况
!

本组泌尿系结石患者以上尿路结石为主#发

病高峰年龄为
4.

"

/.

岁,男性患者明显多于女性#上尿路结

石男女之比为
$0#%g$

#下尿路结石男女之比为
407/g$

,泌

尿系结石的部位与性别)年龄分布情况见表
$

)

!

,

/0/

!

饮食)生活习惯
!

本组大多数患者有平时饮水少)不爱运

动的习惯#晚餐晚且丰富#应酬多#口味偏咸#喜食高蛋白)高脂

肪)浓茶)咖啡)甜食及腌制品,男性患者大多有吸烟)饮酒史,

特别是年轻人#痴迷电脑#活动少#爱吃咸食#少饮水,

/0'

!

职业因素
!

本组工人)办公室工作人员)高温作业者以及

高度紧张状态下工作者发病率较高#约占发病总数的
3!c

,

/01

!

地理环境及气候
!

夏季结石患者的发病率高达
4.c

#表

明本组发病除与宜宾地区不良水质有关外#还与夏天气候干

燥)炎热密切相关,

表
$

!

泌尿系结石患者年龄)性别分布情况

年龄组$岁% 病例数 构成比$

c

% 男 女 男女比例

/

"

1 % .071 # 4 $0//

$.

"

$1 $# .01! 3 % .0%3

!.

"

!1 !.3 $!03$ $4# 3! $0%%

4.

"

41 443 !.03. !## %! 40$.

7.

"

71 44/ !.0/7 !.1 $!3 $0/7

#.

"

#1 77/ !307. !.$ !7# .0%!

/.

"

/1 $/. 10%4 $7. !. 30..

3.

"

31 $.% /0/4 #1 71 $0!.

(

%. $$ .0/% 3 7 $03#

合计
$/!% $..0.. $.$% /$. $0//

表
!

!

泌尿系结石发生部位与性别分布情况

结石部位 病例数 构成比$

c

% 男 女 男女比例

肾结石
#%/ 4/0.. 4#7 !4! $0#!

肾结石伴输尿管结石
$4/ %04# 3% #% $047

输尿管上段结石
!%$ $30!/ $%$ $.. $0%$

输尿管中段结石
$3% $.014 $$7 /7 $03%

输尿管下段结石
44$ !.044 !.$ $4. $0#7

膀胱结石
1/ #01. 3! !7 40..

尿路结石
!. $0!4 $% ! 10..

合计
$/!% $..0.. $.$% /$. $0//

'

!

讨
!!

论

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对患者身心有

着严重的影响,结石的发生率与患者的性别)年龄)生活环境)

个人工作条件)职业)饮食)饮水和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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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存在明显性别差异,这可能与女性

尿液中雌激素刺激产生的枸橼酸排泄量高于男性有关,雌激

素增加尿液中枸橼酸浓度并抑制甲状旁腺激素活性#从而降低

尿钙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女性
#.

岁以前尤为明显,另外也可

能与两性饮食结构$男性饮酒)浓茶)高蛋白)高脂肪饮食较女

性多#男性多从事体力活动)劳动时出汗多#水分补充不足#摄

入高蛋白)高脂肪饮食较多%)生活习惯等有关,

'0/

!

从年龄分布看#男性患者的发病年龄峰值为
4.

"

#.

岁#

而女性患者的发病年龄峰值分别为
!#

"

7.

岁和
#.

"

/#

岁,

总的来说#年龄
4.

"

/.

岁患者占
/%034c

#为泌尿系结石的高

危人群#可能与该年龄段人群的体力消耗大#内环境及性激素

分泌代谢旺盛#出汗多)饮水少#以及高蛋白饮食摄入较多

有关,

'0'

!

从职业因素看#高度职业紧张状态可促使结石形成,因

为紧张状态下丘脑垂体促进分泌血管加压素)促甲状旁腺素生

成增加#使甲状腺功能亢进#血钙增加#尿钙浓度增加#促进结

石形成,

'01

!

预防指导

'010$

!

饮水指导
!

通过多饮水增加尿量#起到防止尿浓缩)调

节尿液酸碱度)加速晶体通过肾小管)防止结石进一步扩大)冲

洗尿路)促进结石排出的作用*

4+7

+

,饮水总量!成年男性为

!#..

"

4...86

"

D

#女性)心肺功能正常的老人为
!...

"

!#..86

"

D

#小儿酌减#夏季或活动后适当增加饮水量#以尿

液呈浅黄色或无色为准,饮水方法!结石成分的排泄多在夜间

和清晨出现高峰#因此#除白天饮水外#睡前)睡眠中起床排尿

后须饮水,一般一次饮水
4..

"

#..86

#白天饮水后
!.8EC

左右做一些跳跃活动#可促进尿中结晶排出,

'010/

!

饮食指导
!

指导患者采取正确的饮食结构!$

$

%低蛋白

饮食,泌尿系结石的发生与高蛋白饮食有关#大量摄入食物蛋

白尤其是动物蛋白*

#

+

#可引起低枸橼酸尿#是导致草酸钙结晶

形成的主要危险因子#如动物蛋白#尤其是动物内脏含嘌呤较

高#可引起高尿酸尿症#故限制摄入尤为重要,$

!

%高纤维饮

食,粗制食物吸收缓慢#代谢物的排泄亦较平稳,建议多吃粗

粮及富含纤维素的蔬菜和水果,有人报道#米糠内含有丰富的

钙镁离子#形成不溶性盐#可减少肠道内钙盐的吸收#使
%$0#c

的高尿钙结石者的尿钙水平下降,米糠内镁的含量较高#长期

服用米糠对预防特发性高尿钙结石是一个安全)廉价和有效的

方法,$

4

%低钠饮食,高钠饮食导致的高尿钠#可抑制肾小管

钙的重吸收而产生高尿钙和增加钙盐)尿酸钠的饱和度#诱发

草酸钙结晶,建议清淡饮食,$

7

%少饮含糖及酒精饮料,酒精

饮料含有钙)草酸盐和鸟嘌呤核苷#后者经代谢形成核酸#长期

饮酒使高尿钙)高磷酸尿都变得更为突出,高糖饮料#尤其是

单糖和乳糖可促进肠道钙的吸收#并相应增加草酸的吸收,

$

#

%限制草酸及前体摄入,在形成草酸钙结石中#草酸与钙最

大结晶比为
$g$

#尿中草酸轻度增加#可使草酸钙结晶大量形

成,根据食物中成分对结石形成的作用#建议少食巧克力)咖

啡)浓茶)腌制品等,可口服维生素
\

/

#以减少尿中草酸含量,

$

/

%正确摄取钙,过去认为摄入钙可增加肾结石的危险性#现

已证实限制饮食中钙含量#不但不能减少反而会增加肾结石的

发生*

/+3

+

,因在肠道内钙与草酸结合成不能被肠道吸收的草酸

钙#从而抑制了草酸的吸收#使尿中草酸钙排出量减少,限制

钙的摄入尚可刺激维生素
'

4

的分泌#促进骨重吸收#增加尿

钙排泄#从而增加尿结石形成的危险性,低脂牛乳可作为钙的

来源#进餐时饮一杯牛乳可减少尿草酸排泄量,$

3

%不同结石

患者饮食指导,一般草酸钙结石患者#应忌吃含草酸高的食

物#如菠菜)西红柿等#忌食浓茶,磷酸盐结石患者#应控制磷

和钙的摄入#如虾皮)海带)肥肉)蛋黄等含钙)磷高的食物(尿

酸盐结石患者应限制蛋白质和富含嘌呤的食物#如啤酒)动物

内脏)扁豆)蘑菇)花生)海鲜)豆类等#以防止复发,$

%

%养成良

好的饮食习惯,晚餐宜早#就寝前应将尿中各种晶体物质排出

体外,

'010'

!

运动指导
!

健康人群和结石患者可根据自己的体力状

况#多做跳跃)跑步)上下楼梯等活动*

%

+

#以达到治疗和预防结

石复发的目的,结石患者也可采取以下运动方法治疗和预防,

运动方法!$

$

%扣腰单足跳#拳扣向对侧#侧弯结石腰#同时对侧

足单跳,$

!

%扣腹跳#自上而下拳扣结石侧腹部#同侧足单跳,

$

4

%扣中下腹跳#自上而下拳扣脐以下腹部#双足同跳,$

7

%双

足顿跳#双臂伸直#双手掌支撑桌面#同时先垫上足尖#后顿双

足跟,

'0101

!

行为习惯指导
!

$

$

%老年人不要憋尿#有尿就要排出#

尤其是爱打麻将)下象棋的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

%人

在夜间活动较少#特别是睡眠之后#尿量减少#尿液变浓#尿中

各种有形物质增加#浓缩的含钙尿液易形成结石#所以不要在

晚上临睡前饮用牛奶和吃含钙较高的食物#晚餐太晚也会形成

泌尿系结石#故晚餐应在睡前
4)

用毕,$

4

%养成合理膳食结

构#不挑食偏食#还注意饮食调护#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

/

的食

物#减少动物蛋白)脂肪和糖的摄入#每日食盐总量不超过
#

5

#

生活规律#按时就餐就寝#不经常熬夜#适当参加体育锻炼#保

持积极乐观的情绪,结石患者还应定期复查,

综上所述#宜宾地区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区#本研究分析

发现泌尿系结石的发生与地理环境)生活环境)性别)年龄)职

业)饮食饮水习惯等和个人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因此#针对

本地区泌尿系结石患者的发病情况和发病危险因素#本文分别

从饮水指导)饮食指导)运动指导)行为习惯指导等方面提出了

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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