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林杰$

$(/$V

%#硕士#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外科微创方面的研究工作)

!

#

!

通讯作者(

F.6G#C

!

'(/'0112$

%gg

&4"6

)

论著!临床研究
!!

!"#

!

$%&'()(

"

*

&#++,&$)-$./'0/&1%$2&1)&%$-

渝东南地区尿路结石成分及特点分析

林
!

杰$

!罗
!

莉$

!袁丽琼$

!贺
!

蓉$

!夏代全1

#

"

$&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泌尿外科
!

0%(%%%

'

1&

重庆市血液中心
!

0%%%$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渝东南地区尿路结石成分构成情况!指导尿路结石的治疗和预防%方法
!

采用化学显色法回顾性分析

1%%/

'

1%$0

年在该院就诊的渝东南地区
$)1/

例尿路结石患者的结石标本!并结合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

尿路结石患者高

发年龄为
'%

'

-%

岁!男性发病率高!上尿路结石发病率高%单一成分结石和混合性结石比例相似!尿路结石成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2

#%结石成分草酸钙检出率为
/1&(Y

!感染性结石为
$(&1Y

!但仅出现于肾结石和膀胱结石中!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黔江与彭水地区尿路结石以草酸钙成分为主!酉阳及秀山地区尿路结石中含感染性结石比例较高%结论
!

尿路结石的化学成分

分析简单&快捷&准确%结石成分分析对于了解结石成因!指导治疗和预防结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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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结石是临床泌尿系统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在我国南

方发病率较高#对身体危害较大)为了解渝东南地区$黔江*彭

水*酉阳*秀山%尿石症发病情况#从而指导治疗及预防结石#本

研究对渝东南
$)1/

例尿路结石标本结合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泌尿外科
1%%/

年
'

月至
1%$0

年
(

月收治的
$)1/

例渝东南地区尿路结石患者的结石标本$均为

开放手术*微创手术*体外冲击波碎石及自排所得%及临床资

料#其中男
$%)0

例#女
2)0

例(肾结石
2(1

例#输尿管结石
/%)

例#膀胱结石
$(1

例#尿道结石
'/

例(双侧上尿路结石
1'%

例)

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02&)

岁(黔江地区尿路结石患者

$%2/

例#彭水地区
$1'

例#酉阳地区
'$-

例#秀山地区
$'%

例)

@&A

!

方法
!

采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微创外科中心尿石

症研究室监制#广州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尿路结石成

分分析试剂盒#行尿酸*草酸钙*尿酸铵*磷酸钙*碳酸磷灰石*

磷酸镁铵*碳酸钙*胱氨酸等尿路结石化学成分分析#操作及结

果判断按试剂盒说明进行)$

$

%尿酸及尿酸铵!在结石粉末中

加入尿酸试剂
)

和
$

各
1

滴#呈蓝色为阳性($

1

%铵盐!在结石

粉末中加入铵试剂
'

滴#如呈黄色或红棕色沉淀为阳性$注意

假阳性#需不加结石粉末者为空白对照%($

'

%胱氨酸!在结石粉

末中分别滴入胱氨酸试剂
)

1

滴#胱氨酸试剂
$

$

滴#胱氨酸试

剂
+

1

滴#

26#,

后蓝色为阳性#注意试剂加完不宜放置过久#

否则会出现假阳性#一定要在
26#,

后观察结果($

0

%磷酸盐!

在结石粉末中滴入磷酸试剂
'

'

0

滴#摇匀后静置
'6#,

#溶液

为黄色#或管壁有黄色沉淀为阳性$如温度低可稍加热观察%(

$

2

%碳酸盐!取结石粉末加入试管#沿试管壁滴入盐酸试剂
1

滴#有气泡产生为阳性($

)

%草酸钙!在步骤$

2

%试管中继续滴入

草酸试剂
2

滴#摇匀如出现白色浑浊为阳性($

-

%钙盐!取结石

粉末加入试管#滴入盐酸试剂
1

滴和钙镁试剂
0

滴#如有白色

浑浊为阳性($

/

%镁盐!将步骤$

-

%中继续滴入镁试剂
1

滴#摇匀

如出现蓝色沉淀为阳性)以上为单一成分结石分析结果#如出

现多步骤均为阳性#则判定为混合性结石)

A

!

结
!!

果

A&@

!

尿路结石成分分析
!

共有
$)

种不同类型结石构成渝东

南地区共
$)1/

例患者尿路结石成分#渝东南地区尿石症
'%

'

-%

岁为高发年龄#男女比例
$&/(`$&%%

#上下尿路比例为

2&(̀ $&%%

#单一成分结石和混合性结石比例相当(结石成分中

以单纯草酸钙为主#约占一半(其次是草酸钙
d

磷酸钙和草酸

钙
d

磷酸镁铵的混合结石#分别占
$1&'Y

和
)&/1Y

#草酸钙
d

12)'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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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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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路结石成分分析结果

结石成分

结石部位$

%

%

肾脏

男 女

输尿管

男 女

膀胱

男 女

尿道

男 女

总计

%

比例$

Y

%

草酸钙
// /( 1() $-% )) % $2 % -10 00&0-

磷酸钙
/ - 11 % - % % % 00 1&-%

碳酸钙
% % % - / % % % $2 %&(1

尿酸
$2 % $2 - % % % % '- 1&1-

草酸钙
d

磷酸钙
$0 $) 2( 2( '- % $2 % 1%% $1&'%

草酸钙
d

尿酸铵
% - '- '- - % / % () 2&(%

草酸钙
d

磷酸钙
d

尿酸
$0 - 11 $2 $2 % % % -' 0&0/

草酸钙
d

磷酸镁铵
-' '/ % % % % % % $$$ )&/1

草酸钙
d

胱氨酸
$0 % - - 11 % % % 2% '&%-

草酸钙
d

磷酸磷灰石
$2 - % % % % % % 11 $&'2

草酸钙
d

尿酸
d

碳酸磷灰石
'% - % % % % % % '- 1&1-

磷酸钙
d

尿酸
% % $2 '$ $2 % % % )$ '&-2

磷酸镁铵
- / % % % % % % $2 %&(1

磷酸镁铵
d

磷酸磷灰石
11 - % % $2 % % % 00 1&-%

磷酸镁铵
d

磷酸磷灰石
d

磷酸钙
0% 11 % % % % % % )1 '&/$

碳酸镁按
d

磷酸磷灰石
d

草酸钙
d

磷酸钙
d

尿酸胺
11 $2 % % % % % % '- 1&1-

合计
')1 1'% 0-' ''' $(1 % '/ % $)1/ $%%&%%

尿酸铵混合结石占
2&(Y

#磷酸钙
d

尿酸
d

草酸钙混合结石占

0&0/Y

)单一碳酸钙较少见#占
%&(1Y

)见表
$

)

A&A

!

尿路结石中各种成分出现的情况
!

$)1/

例结石成分中

草酸钙检出率最高#而磷酸钙*感染性结石成分差别不大#均为

1%&%%Y

左右#胱氨酸
'&%-Y

#碳酸钙
%&(1Y

)

-('

例混合性

结石成分中#也是草酸钙成分最为常见#共占
)1)

例#而其余成

分大多数混合存在#见表
1

)

表
1

!!

$)1/

例尿路结石中各种成分出现的情况

结石成分

所列成分

出现例数

$

%

%

与总数

比例$

Y

%

含所列成分

的混合性结

石例数$

%

%

含所列成分混

合性结石与该

成分出现例数

的比例$

Y

%

草酸钙
$'2% /1&( )1) -/&(

磷酸钙
0$2 12&2 '-$ 0)&/

尿酸$铵%

'0% 1%&( '%0 '/&'

磷酸镁铵
d

碳酸磷灰石
'$1 $(&1 '$' '(&2

胱氨酸
2% '&%- % %

碳酸钙
$2 %&(1 % %

A&B

!

不同部位结石中各种成分出现的情况
!

草酸钙成分在肾

结石和输尿管结石中均为主要成分#分别为
--&%Y

和
//&%Y

#

而其他成分则有差异#如感染性结石仅出现于肾结石和膀胱结

石中#分别为
21&(Y

和
-&/$Y

#而输尿管结石则无感染性结石

存在)膀胱结石
$--

例为含钙结石#占
(1&1Y

#其余
$2

例为

感染性结石#而尿道结石均为含钙结石)见表
'

)

A&C

!

不同性别尿路结石成分的比较
!

尿路结石成分在性别上

无明显差异)单一成分及混合成分结石均占男女比例的一半

左右)无论男女#具体结石成分的比例排序均是以草酸钙成分

为主#均超过
/%&%Y

#而磷酸钙*尿酸$铵%*感染性结石成分均

约占
1%&%Y

左右)碳酸钙结石成分均只占约
$&%Y

#区别仅在

胱氨酸成分男性约为女性
0

倍#但绝对比值较小#仅约
0&%Y

)

见表
0

)

表
'

!!

不同部位结石中各种成分出现的情况#

%

&

Y

'$

结石成分
肾

$

%_2(1

%

输尿管

$

%_/%)

%

膀胱

$

%_$(1

%

尿道

$

%_'/

%

草酸钙
02)

$

--&%

%

-%(

$

//&%

%

$0-

$

-)&)

%

'/

$

$%%&%

%

碳酸钙
% -

$

%&(

%

/

$

0&$-

%

%

磷酸钙
$)2

$

1-&(

%

11'

$

1-&-

%

-0

$

'/&)

%

$2

$

'(&2

%

尿酸$铵%

$$-

$

$(&/

%

$-(

$

11&%

%

'-

$

$(&'

%

/

$

1$&$

%

磷酸镁铵
d

碳酸磷灰石
'$'

$

21&(

%

% $2

$

-&/$

%

%

A&D

!

不同地区结石中各种成分出现的情况
!

渝东南不同地区

尿路结石成分存在差异)黔江与彭水地区尿路结石以草酸钙

成分为主#分别占各地区结石总数的
(%&2Y

及
/'&'Y

#而酉阳

及秀山地区尿路结石含磷酸镁铵*碳酸磷灰石的感染性结石比

例较高#分别占各地区结石总数的
)0&-Y

及
)/&/Y

)见表
2

)

A&E

!

渝东南地区不同时间段尿路结石成分的比较
!

渝东南地

区不同时间段尿路结石成分存在差异)

1%%/

'

1%$0

年渝东南

地区尿路结石均以草酸钙结石成分为主#分别占
1%%/

'

1%%(

年*

1%$%

'

1%$$

年*

1%$1

'

1%$0

年各年度段的
/)&/Y

*

/0&1Y

及
/%&1Y

#无明显差异#但感染性结石比例呈明显的上升趋

'2)'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势#分别占各年度段的
-&2Y

*

$-&$Y

及
1/&)Y

)

表
0

!!

不同性别尿路结石成分的比较#

%

&

Y

'$

结石成分 男$

%_$%)0

% 女$

%_2)0

%

草酸钙
/-)

$

/1&'

%

0-0

$

/0&%

%

磷酸钙
1)2

$

10&(

%

$2%

$

1)&)

%

尿酸$铵%

1$2

$

1%&1

%

$12

$

11&1

%

磷酸镁铵
d

碳酸磷灰石
110

$

1$&2

%

//

$

$2&)

%

胱氨酸
0'

$

0&%

%

-

$

$&10

%

碳酸钙
/

$

%&/

%

-

$

$&10

%

单一成分
20-

$

2$&2

%

1//

$

2$&$

%

混合成分
2$-

$

0/&2

%

1-)

$

0/&(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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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结石中各种成分出现的情况#

%

&

Y

'$

结石成分
黔江

$

%_$%2/

%

彭水

$

%_$1'

%

酉阳

$

%_'$-

%

秀山

$

%_$'%

%

草酸钙
(2-

$

(%&2

%

$%1

$

/'&'

%

$/)

$

2/&/

%

/$

$

)1&2

%

碳酸钙
-

$

%&)

%

% $%

$

'&%

%

%

磷酸钙
'01

$

'1&'

%

2$

$

0$&-

%

$1$

$

'/&1

%

0'

$

'$&'

%

尿酸$铵%

10/

$

1'&0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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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表明#从流行病学调查看#不同地区*年龄*性别

尿石症发病率不同)本研究显示渝东南地区尿石症
'%

'

-%

岁

为高发年龄#男女比例
$&/(`$&%%

#上下尿路比例为
2&(`

$&%%

#均符合国内研究)本研究分析这可能与我国不同地区气

候条件*饮水量*男女饮食习惯等不同有关)除此以外#男性尿

道长而窄#女性尿道短而宽#故女性更易将一些结晶体*细小粉

末状钙化物质排出体外#故女性尿石症患者比男性少&

$

'

)

结石具体成分多样#本研究显示渝东南结石患者草酸盐比

率
/'&1Y

#符合国内外研究的
)/&-Y

'

(%&%Y

&

1

'

#这与渝东南

地区居民多数喜欢食用菠菜及饮用浓茶相符#对于含高草酸盐

结石患者#建议多碱性饮食#避免如菠菜*韭菜*小白菜等高草

酸含量食物的摄入&

'

'

)但渝东南结石患者尿酸盐成分占

1%&(Y

#比文献&

0

'报道的
$'&%Y

有明显升高#推测有以下
1

个原因!$

$

%随着渝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居民更容易也更愿意

进食一些肉类食物#而减少蔬菜类食物的摄取($

1

%是渝东南地

区居民喜好食用动物内脏#而肉类及动物内脏均富含嘌呤#代

谢物为尿酸#故渝东南地区尿酸成分较国内其他地区偏高)

随着抗菌药物的大量使用及耐药菌的明显增加#感染性结

石的比例明显升高)人群中感染性结石的主要病原菌如大肠

埃希菌*变形杆菌有分解尿液中尿素和二氧化碳的能力#使其

成为磷酸铵物质和镁盐*磷酸盐结合而形成磷酸镁铵#并使尿

液呈碱性#从而使磷酸盐沉淀#因此感染性结石含磷酸盐多&

2

'

)

本地区尿路结石成分中#磷酸盐感染性结石的比例高于国内其

他地区#分析原因可能与本地区气候相对重庆其他地区高温不

明显#故该地区患者不喜多饮水#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饮食习

惯与其余地区不同&

)

'

)同时该地区相对贫穷#农村人口占多

数#农村劳作出汗多#但饮水不方便#以上两点造成该地区居民

尿量少#尿液高度浓缩#尿液内固定成分较多#细菌更易在含水

量少*含固定成分多的尿液内繁殖#从而导致磷酸镁铵等感染

性结石的发生#最终造成患者易发生尿路感染#更重要的是失

去尿液对尿路的天然自净作用#尿路感染易反复发作&

-

'

)所以

对于伴有尿路感染的尿路结石患者#及时治疗泌尿系感染对预

防结石的复发十分重要&

/

'

)感染性结石一般在临床上表现为

如鹿角型结石等体积较大结石#本研究发现感染性结石外观上

常常为外层较松散#但一般具有坚硬的核心#故推测该类结石

形成过程即为尿路细菌产尿素酶和细菌作为结石基质#围绕结

石核心逐渐形成体积较大的结石本体#故该类结石均存在于肾

脏及膀胱等空间较大*结石可能长期存在的地方#而狭小的输

尿管腔内并无感染性结石存在)同时渝东南酉阳及秀山地区

感染性结石比例较高#而黔江及彭水地区感染性结石较低#这

与本院处于黔江地区#黔江及彭水地区患者就近与及时就医故

感染性结石比例低#而酉阳及秀山离本院较远#患者常为病情

较重#结石体积大及合并严重的感染等并发症#在当地治疗效

果较差方转入本院#故感性性结石比例较高)从
1%%/

年开始#

渝东南感染性结石的比例呈现明显的逐渐上升趋势#分析原因

可能为患者自行在院外使用抗菌药物比例逐渐升高#造成耐药

菌的大量产生#多重耐药菌的逐年增多&

(

'

#从而导致尿路感染

发病率的增加及诊治困难)

困扰患者及临床医生的困难点之一就在于尿石症的高复

发率#据国内研究统计尿石症半年复发率为
2&/Y

#

$

年为

$0&%Y

#

$%

年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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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研究结果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

%各个地区相对集中的区域性结石成分研究#

可以为该地区尿石症的防治提供决策依据#尤其是在患者首次

治疗后#为减少患者再次因尿石症就医提供预防及治疗依

据&

$$

'

#如渝东南地区感染性结石较多#需嘱患者多饮水#积极

配合控制尿路感染#少食添加了磷酸的饮料等)$

1

%尿路结石

成分分析可深入探讨尿路结石成因#同时可为防治措施提供决

策依据#作为尿石症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尿石成分分析方法

多样#在国内最常见的为以下
'

种!化学定性分析*红外光谱分

析*扫描电镜分析&

$1

'

)而化学定性方法可检测尿路结石成分

的
((&%Y

&

$'

'

#基本涵盖了临床常见泌尿系结石的各种类型#该

方法具有以下多项优点!无需复杂及昂贵特殊仪器药品*检测

费用低廉*标本用量少*检测时间短*结果较准确#因此总体上

讲#该法简单易行#基层医院临床实验室易广泛推广运用#从而

利于为尿路结石的防治提供依据)$

'

%消除成石原因才是去除

结石的最好预防方法)尿石成分分析结果可以指导人群避开

成石诱因#根据分析结果#对人群相关知识加大宣传#调整饮食

结构#从而将重点放在预防结石形成#而非现有的治疗)$

0

%合

理应用药物)如因患者体内代谢异常导致的结石形成#单纯调

整饮食结构无效者则需给予药物治疗)如含钙结石预防性使

用碱性枸橼酸盐*噻嗪类利尿剂等(感染性结石根据药敏实验

使用抗菌药物治疗感染#使尿液达到无菌状态)$

2

%早发现*早

治疗)现阶段#对于结石仍不能达到完全的预防#故应提倡人

群定期常规体检#如行
\

超和$或%

i

线检查#从而能早期发现

结石后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案#行尿路结石分析#尽量减少结石

的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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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发现
$

例诊断带状疱疹后
1

年诊断

诊断宫颈鳞癌的患者)提示在中老年带状疱疹患者中应重视

恶性肿瘤的筛查)

恶性肿瘤晚期#患者肿瘤负荷大#免疫力较低#接受放*化

疗等抗肿瘤治疗#进一步使免疫功能不同程度受到抑制#容易

诱发带状疱疹或加重带状疱疹病情)由于本研究患者均为住

院患者#带状疱疹发病后能及时得到诊治#有效地缩短了病程*

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故后遗神经痛及泛发性带状疱疹较少见)

对恶性肿瘤患者应加强营养#增强免疫力#在接受手术*放化疗

等抗肿瘤治疗时应警惕带状疱疹等感染性疾病的发生#以便及

时诊断*治疗#缩短病程#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不影响放化

疗等抗肿瘤治疗进程#从根本上有效控制恶性肿瘤#延长生存

期)对非恶性肿瘤的中老年患者#在发生带状疱疹时应警惕恶

性肿瘤的发生#注意恶性肿瘤的筛查#以利于恶性肿瘤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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