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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泌尿系巨大结石的多中心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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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南沙区第六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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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泌尿系巨大结石发生的相关因素%方法
!

对来自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的

""%

份泌尿系巨大结石标本进行红外光谱分析!结合扫描电镜和
W

射线能谱分析将结石分为不同类型%比较

患者性别&年龄&地区分布!以及结石的发生部位及成分%结果
!

""%

例泌尿系巨大结石患者按照发生部位划

分!

!$<

例"

>%#?/

$为膀胱结石!

00

例"

>&#?/

$为肾结石!

"$

例"

<#</

$为输尿管结石#同时!根据成分分为
@

类!包括
%<

例"

&>#@/

$尿酸结石!

?0

例"

&$#>/

$草酸钙结石!

"?

例"

!!#@/

$磷酸钙结石!

!

例"

$#>/

$磷酸镁铵

结石和
@&

例混合型结石%多中心比较显示!华中&华南地区巨大结石以膀胱最常见!主要为尿酸结石!而西南

地区巨大结石以肾结石最常见!主要为草酸钙结石%结论
!

泌尿系巨大结石最常发生于膀胱!其次是肾脏!结

石类型以尿酸结石为主!其次是草酸钙结石%不同地区结石部位和成分存在差异!华中&华南地区巨大结石以

膀胱最常见!以尿酸结石为主!而西南地区巨大结石以肾结石最常见!以草酸钙结石为主%

关键词"泌尿系结石#

!

红外光谱#

!

扫描电镜#

!

尿酸结石#

!

草酸钙结石

中图法分类号"

=?0&̂ #>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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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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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石症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给世界各地

的卫生保健造成重大负担)近几十年#其发病率不断

上升)然而#巨大结石$结石最长径大于
@F8

&在尿石

症中较为少见'

!

(

#经常作为个案报道#尚未见对巨大

结石的系统性研究)大多数巨大结石发生于男性#多

见于膀胱#部分发生于肾脏和输尿管'

"6&

(

)巨大结石

较少发生于女性#偶见于孕妇和老年女性'

>6@

(

)一些

患者因巨大结石引发急性肾衰竭就诊'

&

(

)本研究对

来自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的
""%

份巨大

结石标本进行多中心比较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0

月至
"$!%

年
0

月本

院泌尿外科和广州金域检验中心送检的
""%

份结石

标本#均来自临床诊断为巨大结石的患者#其中男
!%?

例#平均年龄$

?$#%f!>#0

&岁#女
@!

例#平均年龄

$

@"#>f!$#@

&岁)按照中国的区域划分#华北地区包

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华

东地区包括上海市*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

浙江省*福建省%华中地区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河南

省%华南地区包括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

自治区)上述结石患者中#

<

例来自华北地区#其中男

?

例#女
"

例%

!>

例来自华东地区#其中男
!!

例#女
&

例%

!$

例来自华中地区#其中男
%

例#女
&

例%

!?0

例

来自华南地区#其中男
!&>

例#女
&@

例%

"?

例来自西

南地区#其中男
!<

例#女
<

例)各地区男女比例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结石成分
!

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分析上

述
""%

例患者泌尿系结石的成分#对其中
<&

份结石

标本行扫描电镜观察和
W

射线能谱分析)对结石剖

面层次结构清晰者#根据红外光谱分析结果判断结石

类型#对于无定形结构者#分析两个部位$表面和核

心&物质成分#二者成分一致者直接判断结石类型#不

一致者结合扫描电镜下物质成分的分布情况将结石分

类#以某一种物质成分为主者结石类型判定为此物质成

分的结石#两种物质分布相当者判定为混合型结石'

?

(

)

$#'

!

比较分析不同地区巨大结石成分特点和好发部

位
!

根据患者来源地将结石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

南*西南
@

组)根据系统性分类法将泌尿系巨大结石

分为
@

大类#包括尿酸*草酸钙*磷酸钙*磷酸镁铵和

混合型结石#其中混合型结石又包括草酸钙
[

磷酸钙

混合*草酸钙
[

尿酸混合*尿酸
[

磷酸钙混合*尿酸
[

磷酸镁铵混合*草酸钙
[

磷酸镁铵
[

尿酸混合型等
@

种亚型)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地区泌尿系结石的成分

特点和好发部位)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Of

G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巨大结石分类
!

以尿酸结石最常见#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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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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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草酸钙结石#占
&$#>/

$

?0

"

""%

&#草

酸钙
6

磷酸钙混合结石占
!?#>/

$

&%

"

""%

&#磷酸钙结

石占
!!#@/

$

"?

"

""%

&#磷酸镁铵结石仅
!

例)

""%

例

巨大结石中部分已破碎#部分完整#对完整结石的形

态进行分析显示#尿酸结石多为金黄色或豆黄色的巨

大球形或椭球形#偶见鹿角形#剖面呈环层状#或无分

层结构#外层和核心成分一致#见图
!

中
-!

及
-"

)

草酸钙结石多为土棕色*土灰色或土黄色的铸型*鹿

角形或不规则形#偶见球形或椭球形#剖面呈环层状

或无分层结构#核心常含少量磷酸钙#见图
!

中
1!

及

1"

)磷酸钙结石多为灰白色或淡黄色的巨大球形*椭

球形或鹿角形#呈环层状或无分层结构#表面常覆盖

少量草酸钙#见图
!(

)

/#/

!

巨大泌尿系结石患者的临床特征
!

""%

例巨大

结石患者就诊时均有明显临床症状#大部分患者已发

生不 同 程 度 的 肾 功 能 不 全 和 肾 衰 竭 $

!00

"

""%

#

<%#%/

&)巨大结石多发生于老年男性患者#

?$

岁以

上男性患者占
>&#?/

)按照结石部位划分#

""%

例巨

大结石中
!$<

例$

>%#?/

&为膀胱结石#

00

例$

>&#?/

&

为肾结石#

"$

例$

<#</

&为输尿管结石)发生于膀胱

的巨大结石以
?$

岁以上男性患者最常见#占
%!#&/

#

而发生于肾脏的以
&$

#

?$

岁的男性患者为主#占

>>#>/

#发生于输尿管的巨大结石以
&$

#

?$

岁的患

者为主#男女性患者分别占
&@#$/

和
&$#$/

)

/#'

!

泌尿系巨大结石的地区分布差异
!

不同地区巨

大结石的取石部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华北*华南*华中*华东地区巨大结石均以膀胱

结石为主 $

%

@$/

&#而西南地区以肾结石为主

$

?0#"/

&#见表
!

)不同地区巨大结石的成分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华中*华南地区巨大结

石均以尿酸结石最常见#其次是草酸钙结石#而西南

地区以草酸钙结石为主#其次是草酸钙
[

磷酸钙混合

型结石#见表
"

)不同取石部位巨大结石的成分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膀胱结石以尿酸结石

为主#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以草酸钙结石最常见#见

表
&

)

!!

注!

-!

*

-"

为巨大尿酸结石#

3

为尿酸结石红外光谱图%

1!

*

1"

为

巨大草酸钙结石#

P

为草酸钙结石红外光谱图%

(

为巨大磷酸钙结石#

F

为磷酸钙结石红外光谱图

图
!

!!

巨大尿酸,草酸钙,磷酸钙结石外观及红外光谱图

表
!

!!

不同地区巨大结石的取石部位比较&

)

#

/

%'

地区 膀胱 肾脏 输尿管 合计

华北
@

$

?"#@

&

&

$

&%#@

&

$

$

$#$

&

<

$

!$$#$

&

华东
<

$

@%#!

&

>

$

"<#?

&

"

$

!>#&

&

!>

$

!$$#$

&

华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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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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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华南
<?

$

@!#"

&

?0

$

>$#<

&

!>

$

<#&

&

!?0

$

!$$#$

&

西南
>

$

!@#>

&

!<

$

?0#"

&

>

$

!@#>

&

"?

$

!$$#$

&

合计
!$<

$

>%#?

&

00

$

>&#?

&

"$

$

<#<

&

""%

$

!$$#$

&

表
"

!!

不同地区巨大结石的成分及类型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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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尿酸 草酸钙 磷酸钙 草酸钙
[

磷酸钙混合型 其他混合型 合计

华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南
?>

$

&%#0

&

><

$

"<#>

&

"!

$

!"#>

&

"&

$

!&#?

&

!&

$

%#%

&

!?0

$

!$$#$

&

西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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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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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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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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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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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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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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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位巨大结石的成分及类型比较&

)

#

/

%'

部位 尿酸 草酸钙 磷酸钙 草酸钙
[

磷酸钙混合型 其他混合型 合计

膀胱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肾脏
!$

$

!$#!

&

@"

$

@"#@

&

?

$

?#!

&

""

$

""#"

&

0

$

0#!

&

00

$

!$$#$

&

输尿管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注!除外
!

例磷酸镁铵结石

'

!

讨
!!

论

!!

尿石症是人类常见疾病#但众所周知#男性患尿

石症的风险更高)世界各地的发病率都在上升#似乎

越来越多的人患有泌尿系结石#尤其是老年人)

YUU=.

等'

%

(在英国的研究显示#自
"$!$

年以来#上

尿路结石的发生率一直相对稳定#每年发病人数在

<#@

万人左右#但在老年人中持续增加#特别是
%@

岁

以上的老年人)中国的一项研究表明#

@$

岁以上的男

性和女性尿石症的患病率均较高'

<

(

)然而#很少有研

究集中在巨大的结石和老年患者身上)本研究表明#

巨大尿路结石主要发生在老年男性患者中#

?$

岁以上

占
>&#?/

#

>%#?/

的巨大结石来自膀胱#其中
?$

岁以

上的老年男性占
%!#&/

)

据推测#膀胱出口梗阻$特别是良性前列腺增生&

是促进膀胱结石形成的主要因素'

0

(

)作为老年男性的

常见病#良性前列腺增生主要表现为排尿困难和尿流

不畅#因此尿液中的结晶和有机物过饱和#并趋于在

膀胱内沉淀)另一个因素是老年人的代谢缓慢#更容

易形成结石)尿路感染也是导致结石形成的一个因

素#且前列腺增生和老年患者抵抗力降低更容易导致

下尿路感染)此外#膀胱结石没有任何特殊症状#常

常在成为巨大结石后#诱发临床症状时才被发现)

在本研究中#尿酸结石占全部巨大尿路结石的

&>#@/

和膀胱结石的
?!#%/

#而尿酸膀胱结石的发病

机制尚未得到很好的阐明)

R+

等'

!$

(对
%%

例尿酸尿结

石患者$上尿路
@@

例#膀胱
""

例&进行了研究#结果

显示两组间在性别*体质量*尿
9

Y

值*结石性质*高

血压*痛风及尿路感染等全身因素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但膀胱结石合并良性前列腺

增生的概率较高#因此他认为局部因素在尿酸膀胱结

石形成中比全身因素更重要)尽管如此#

(Y+R,.

等'

!!

(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

合并膀胱结石患者与无膀胱结石患者比较#尿
9

Y

和

镁水平较低#尿酸饱和度较高#表明代谢因素参与了

膀胱结石的形成)

初发草酸钙或磷酸钙结石可能首先出现在肾脏

中#肾盂附近的一些小结石可能通过输尿管到达膀

胱#然后被困住#并以此为核心不断形成新的结石层

次#直到它们太大而引发症状)一些易发生慢性菌尿

和泌尿系统感染$如脊髓损伤或严重的低渗性膀胱疾

病&的患者#倾向于发展为磷酸镁铵和磷酸钙结石)

残留在膀胱中的结石会形成多个层次#这些层次可能

与原始核心成分一致或不一致#这或许是大多数膀胱

结石剖面呈现环层状结构的原因)

本研究显示#肾脏中发生的巨大结石通常具有鹿

角形外观#其中大部分由草酸钙组成#其次是草酸钙

[

磷酸钙混合结石)磷酸钙$碳酸磷灰石&的比例相

对较低)然而#西方国家的一些早期研究认为#由于

泌尿系感染在泌尿系结石形成中的作用#大多数鹿角

形结石由磷酸镁铵和碳酸磷灰石组成)但近年来的

研究表明#鹿角形结石大部分为草酸钙结石'

!"6!&

(

#与

本研究结果一致)除尿路感染外#代谢紊乱*解剖异

常*固定和留置尿道导管等其他因素可能对中国患者

形成鹿角形结石起到一定作用)另外#代谢异常也参

与了非梗阻性泌尿系统肾结石的发生)大多数输尿

管结石继发于肾结石#巨大结石来自肾盂附近的上输

尿管#因此其形成与肾结石类似)

区域分布分析显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

泌尿系巨大结石主要取自膀胱#西南地区的主要取自

肾脏)此外#华中和华南地区以尿酸结石为主#西南

地区以草酸钙结石为主)对于草酸钙结石#推测主要

影响因素可能是因为饮用水中
(3

"̂

"

S

K

"̂ 比率增

加'

!>

(

)此外#在岩溶土壤生长的当地植物中的高钙含

量及草酸盐食物的高摄入量可能是导致草酸钙结石

高发生率的原因)在中国#岩溶土壤主要分布在中国

西南部'

!@

(

#与草酸钙结石分布一致)气候和饮食对尿

酸结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炎热和干燥的

气候会增加液体流失#同时会引起尿量减少和尿液

9

Y

值下降)动物蛋白摄入量高也会导致尿酸排泄增

加和尿液
9

Y

值下降)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华中和华

南地区尿酸结石的发病率高于中国其他地区)

本研究提示#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群$老年*男

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应该定期复查#有结石者及时处

理#避免无症状性结石长成巨大结石#导致严重后果

$如肾衰竭&)对于尿酸高者#应及时控制#防止尿酸

结石形成)华中*华南地区因天气炎热*人体液体流

失量大#应建议人们多饮水*避免憋尿#同时控制尿酸

水平#防止结石发生)西南地区由于水质特点#应在

饮用前对水质进行处理#并控制草酸盐的摄入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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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顿性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应用
S'(TR

联合输尿管软镜治疗的效果

王
!

凯!杨
!

川#

"汉川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湖北汉川
>&"&$$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嵌顿性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应用微创经皮肾取石术"

S'(TR

$联合输尿管软镜治疗的

效果%方法
!

回顾性分析接受
S'(TR

治疗的
>!

例嵌顿性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对照组$与同期接受
S'(TR

联合输尿管软镜治疗的
>!

例嵌顿性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观察组$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

期

碎石成功率&术后
&5

结石排净率$&手术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与术后并发症"漏尿&术后高热&明显出

血&尿脓毒症&栓塞$发生率!检测并比较两组术前&术后
">D

的血清
(

反应蛋白"

(='

$水平%结果
!

两组患者

%

期碎石成功率与各种术后并发症"漏尿&术后高热&明显出血&尿脓毒症&栓塞$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观察组术后
&5

结石排净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者术后
">D

血清
(='

均较术前明显升高!但观察组低于同期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嵌顿性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应用
S'(TR

联合输尿管软镜治疗效

果较好!结石清除率优于单纯接受
S'(TR

治疗%

关键词"嵌顿性输尿管上段结石#

!

微创经皮肾取石术#

!

输尿管软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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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上段结石是泌尿外科临床常见疾病#治疗 方法较多#适应证与优势*劣势各有不同)嵌顿性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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