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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桂北地区泌尿系结石患者发病情况及结石成分特点!并研究个体化饮食预防指导对

结石复发的临床意义%方法
!

收集
1%$$

年
)

月至
1%$-

年
$1

月该院
$/0'

例泌尿系结石患者的结石标本!采

用红外光谱法分析结石成分#对
1%$2

年
$

月至
1%$)

年
$1

月出院的
21%

例患者进行随访!其中
101

例给予饮食

预防指导"观察组$!

1-/

例未给予饮食预防指导"对照组$!

$

年后随访!比较两组复发率%结果
!

$/0'

例泌尿

系结石患者中男女患者比例为
1&%$n$&%%

#中年患者"

0$

"

)2

岁$所占比例最高"

)-&))8

$#少年"

$

$/

岁$&青

年"

$/

"$

0$

岁$&中年"

0$

"

)2

岁$患者以肾结石为主!老年患者"

%

)2

岁$以膀胱结石为主#一水草酸钙
k

碳酸

磷灰石
k

二水草酸钙组成的混合结石所占比例最高"

1/&(%8

$#随访患者中!观察组结石复发率"

)&)$8

$较对

照组结石复发率"

1'&'/8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桂北地区尿路结石患者主要为男性&中年

患者!主要结石成分为草酸钙结石!个体化饮食预防指导可有效降低结石的复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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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可发

生于任何年龄段人群#长期的泌尿系结石导致泌尿道

梗阻#造成急*慢性肾功能不全#甚至肾脏切除等不良

后果'

$

(

)因此#预防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的关键)桂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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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区#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

桂北地区泌尿系结石的成分#并根据结石成分给予个

体化的饮食指导以降低结石复发率#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

月至
1%$-

年
$1

月在

本院泌尿外科住院的泌尿系结石患者#收集经手术治

疗获取的结石标本
$/0'

份#所有结石标本均进行结

石成分分析)出院患者均告知饮食预防指导)选取

1%$2

年
$

月
$

日至
1%$)

年
$1

月
'$

日出院且资料完整

的
21%

例患者为随访对象#

$

年后随访#根据随访情况#

把遵医嘱执行个体化饮食预防指导的患者归为观察组#

共
101

例%未执行饮食预防指导并按照自身饮食习惯的

患者归为对照组#共
1-/

例#记录结石复发情况)

>&?

!

方法

>&?&>

!

结石成分分析
!

采用红外光谱分析仪$蓝莫

德
Ẑ.Z<.1%

型&对全部结石标本进行检测#步骤严格

按照说明书执行)

>&?&?

!

饮食预防性指导
!

对采用红外光谱法得出的

不同类型的结石成分#分别制订个体化的饮食预指导

计划)所有结石患者每天饮水量不少于
'^

#睡前不

喝牛奶#且每月检测尿液
A

M

值)不同结石成分患者

采取不同的饮食指导方法)$

$

&草酸钙结石!减少食

用草酸含量多的食物#并保持尿液的
A

M

值为
2&2

"

)&%

%$

1

&尿酸结石!限制高嘌呤食物#每天不超过

$%%

J

#适当进食碱性食品#如出现痛风症状#可服用

碱剂使尿液
A

M

值保持在
)&2

"

)&/

#同时服用降尿酸

药物%$

'

&感染性结石!应用敏感抗菌药物#同时限制

食用富含钙*磷的食物#维持尿液
A

M

值小于
)&%

%$

0

&

胱氨酸结石!饮食以清淡*素食为主#并保持尿液的

A

M

值为
2&2

"

)&)

%$

2

&磷酸钙结石!减少摄入高磷

酸*高蛋白的食物#维持尿液
A

M

值小于
)&%

)

>&?&@

!

结石复发情况的随访
!

对在
1%$2

年
$

月
$

日至
1%$)

年
$1

月
'$

日期间出院的结石患者进行随

访#随访时间为术后
$

年#随访患者通过
b

型超声*腹

部卧位平片或者泌尿系
T>

等检查#评估结石复发情

况)诊断泌尿系结石复发标准!$

$

&手术处理干净的

结石#经复查确诊有新的结石形成%$

1

&手术后存在结

石残留$结石小于
%&)FL

&#在随访期间经复查发现同

部位结石增大*其他部位出现新发结石'

1

(

)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9@F?B1%%-

录入#由

两名调查人员交叉录入和校对数据资料#用
6U66

11&%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

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1 检验#以
#

$

%&%2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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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石患者年龄与性别的分布
!

$/0'

例

泌尿系结石患者中#男
$1'$

例#女
)$1

例#二者的比

例为
1&%$n$&%%

%结石患者年龄分布广泛#中年组

$

0$

"

)2

岁&结石患者最多#占
)-&))8

%少年组$

$

$/

岁&患者较少#占
%&-)8

%青年组$

$/

"$

0$

岁&*中年

组*老年组$

%

)2

岁&泌尿系结石患者之比为
$&%0n

0&'/n$&%%

%中年组*老年组男性和女性结石患者百

分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泌尿系结石患者年龄与性别的分布

组别
男

'

*

$

8

&(

女

'

*

$

8

&(

合计

'

*

$

8

&(

性别比例

$男
n

女#

*n*

&

少年组
$%

$

%&/$

&

0

$

%&)2

&

$0

$

%&-)

&

1&2%n$&%%

青年组
$(2

$

$2&/0

&

$%1

$

$)&)-

&

1(-

$

$)&$1

&

$&($n$&%%

中年组
/%%

$

)0&((

&

"

00-

$

-'&%0

&

$10-

$

)-&))

&

$&-(n$&%%

老年组
11)

$

$/&')

&

"

2(

$

(&)0

&

1/2

$

$2&0)

&

'&/'n$&%%

合计
$1'$ )$1 $/0' 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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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与女性患者比较

?&?

!

结石位置与年龄*性别的关系
!

在
$/0'

例结石

患者中#肾结石最多#占
02&$08

$

/'1

"

$/0'

&#其次为输

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分别占
')&'28

$

)-%

"

$/0'

&*

$-&$08

$

'$)

"

$/0'

&*

$&')8

$

12

"

$/0'

&)肾结

石及输尿管结石患者中#均以中年组最多%膀胱结石

患者中#以老年男性患者为主#占
0-&$28

$

$0(

"

'$)

&#

其次为中年男性患者#占
01&-18

$

$'2

"

'$)

&)男性

上*下尿路结石分别为
(%2

例 $

-'&218

&*

'1)

例

$

1)&0/8

&#女 性 上*下 尿 路 结 石 分 别 为
2(-

例

$

(-&228

&*

$2

例$

1&028

&#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上*

下尿路结石的构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

$2)&2)

#

#

$

%&%2

&#见表
1

)

表
1

!!

泌尿系结石患者结石位置与年龄'性别的关系$

*

%

年龄分组
男

肾结石 输尿管结石 膀胱结石 尿道结石

女

肾结石 输尿管结石 膀胱结石 尿道结石

少年组
0 % 0 1 1 $ $ %

青年组
(- -( $' ) )$ '/ ' %

中年组
')- 1/' $'2 $2 102 $(/ 0 %

老年组
'$ 00 $0( 1 12 1- - %

合计
0(( 0%) '%$ 12 ''' 1)0 $2 %

$')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0

期



表
'

!!

泌尿系结石成分与年龄'性别分布情况$

*

%

结石成分
年龄

少年组 青年组 中年组 老年组

性别

男 女
合计

混合结石

!

一水
k

二水
k

碳酸磷
% -/ 111 0$ 1%) $'2 '0$

!

一水
k

碳酸磷
1 0- $)) $' $'/ (% 11/

!

一水
k

无水尿酸
% $2 $1) ') $'1 02 $--

!

一水
k

二水
% '% () $( $%1 0' $02

!

一水
k

二水磷酸氢钙
$ $% '% / '1 $- 0(

!

一水
k

尿酸铵
1 / '' ' 1( $- 0)

!

一水
k

尿酸铵
1 ) '' ' 1/ $) 00

!

六水
k

尿酸铵
k

碳酸磷
$ ( '% ' $) 1- 0'

!

一水
k .̂

胱氨酸
1 $% 11 2 1' $) '(

!

一水
k

二水
k

六水
k

碳酸磷
1 ) 1' ' $1 11 '0

!

碳酸磷
k

六水
% / 10 1 $0 1% '0

单纯结石

!

无水尿酸
% 1' $(2 (( 1)2 21 '$-

!

一水
% 0$ 1$' 00 1%) (1 1(/

!

碳酸磷
% ' $' 0 $$ ( 1%

!

六水
$ $ / $ 2 ) $$

!

方解石
$ $ 0 $ 0 ' -

!

黄嘌呤石
% $ ) % 2 1 -

!

硅结石
% % 1 % 1 % 1

!

1

#

/.

二羟基腺嘌呤
% % $ % $ % $

合计
$0 1(- $10- 1/2 $1'$ )$1 $/0'

!!

碳酸磷!碳酸磷灰石%一水!一水草酸钙*六水!六水磷酸铵镁%二水!二水草酸钙

?&@

!

结石成分的构成
!

$/0'

例结石患者中#混合结

石
$$/%

例#单纯结石
))'

例#其中混合结石以一水草

酸钙
k

碳酸磷灰石
k

二水草酸钙为主#占
1/&(%8

$

'0$

"

$$/%

&#其次为一水草酸钙
k

碳酸磷灰石#占

$(&'18

$

11/

"

$$/%

&%单纯结石成分则以无水尿酸*一

水草酸钙为主#分别占
0-&/$8

$

'$-

"

))'

&*

00&(28

$

1(/

"

))'

&)

$0%$

例患者结石中含草酸钙成分#占

-)&%18

#见表
'

)

?&A

!

结石复发情况
!

21%

例患者按是否执行饮食预

防指导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术后
$

年的随访中#

101

例观察组结石患者复发
$)

例$

)&)$8

&#

1-/

例对

照组患者复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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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性结石复发率较其他类型结石高)在本研究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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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感染性结石患者尿液中的细菌导致

尿液呈碱性#并使细菌作为结石形成的核心促使尿液

中感染性结石的形成)因此#治疗泌尿系感染和酸化

尿液可以早期预防结石的复发)

本研究通过对桂北地区泌尿系结石发病情况及

其成分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个体化饮食预防

治疗#对临床上防治结石复发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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