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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尿常规检验诊断尿路感染患者的效果。方法：选取 2022.1-2022.12 期间我院收治的尿路感染患者

60 例为观察组，再选取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者 60 例为对照组，均进行尿常规检验，对比观察组的检验准确率，分析对比

两组患者的检验结果（包括白细胞计数、白细胞酯酶、尿液 PH 值）。结果：观察组尿常规检验出 60 例尿路感染患者，准

确率为 100％；观察组的白细胞计数明显高于对照组，白细胞酯酶明显高于对照组，尿液 PH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差距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尿常规检验诊断尿路感染患者有较高的准确性，值得应用于尿路感染的诊断之中，以便

于后续的治疗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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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是指细菌侵入尿路上皮引起的炎症反应，通

常伴有菌尿和脓尿。尿路感染按感染部位可分为上尿路感

染和下尿路感染 [1]。上尿路感染以肾盂肾炎为主，下尿路

感染主要为膀胱炎和尿道炎。尿路感染的症状主要包括尿

频、尿急、尿痛、血尿、腰痛、发烧等。上尿路感染症状

通常比下尿路感染更严重，并可能伴有高热、发冷、恶心、

呕吐等症状。尿路感染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有重大影响，因

此有必要采取及时有效的诊断和治疗，以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 尿常规检验是一种常见的医学检测方法。通过采集

患者尿液样本并检测其中的化学成分、有形成分，可以评

估患者泌尿系统和其他器官的功能状态。尿常规检验是临

床常用的检查方法，可用于诊断多种疾病，如尿路感染、

糖尿病、肾脏疾病等 [2]。本研究旨在分析尿常规检验诊断

尿路感染患者的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1 对象和方法

1.4 对象

本研究选取 2022.1-2022.12 期间我院收治的尿路感染

患者 60 例为观察组，其中男 24 例，女 36 例，平均年龄

（65.05±3.25）岁；因医院周边社区居民老龄化严重，特

选取在我院进行老年健康体检患者 60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26 例，女 34 例，平均年龄（65.98±3.06）岁。对比两组数据，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1.5 方法

尿常规检验：提前发放一次性尿试管，嘱咐病人或

健康体检者留取清晨中段尿液样本。受检者采集的尿标本

1-2 小时内开展尿常规检验。检测设备选用迪瑞 FUS-200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尿常规检验项目包括观察颜色、透明度、

浊度等；检测化学成分，如亚硝酸盐、蛋白质、葡萄糖等；

检测有形成分，如细胞、管型、结晶等。为了评估泌尿系

统的功能和疾病状况，医生可能会建议患者进行尿液培养，

以确定细菌等微生物的存在。

1.6 观察指标

本研究，以尿细菌学培养、CT、B 超等结果为标准，

对比观察组的检验准确率，分析对比两组患者的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包括白细胞计数、白细胞酯酶、尿液 PH 值。

1.7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 ＜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2 结果

2.1 准确率

观察组尿常规检验出 60 例尿路感染患者，准确率为

100％。

2.2 检验结果对比

观察组的白细胞计数明显高于对照组，白细胞酯酶阳

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尿液 PH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差距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1。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检验结果对比（ sx ± ，n（%））

组别 例数 白细胞个数 /HPF 白细胞酯酶阳性率 尿液 PH 值
观察组 60 80.25±0.36 58（97.00） 4.14±0.36
对照组 60 7.52±0.21 9（15.00） 5.66±1.25
t/χ2 值 - 1351.728 136.445 9.051

P - 0.000 0.000 0.000

3 讨论3 讨论

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包括细菌感染，其中大多数是由

细菌感染引起的，最常见的是大肠杆菌。其他常见的细菌

包括变形杆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粪链球菌等；

病毒性尿路感染相对罕见，但近年来逐渐增加。常见的病

毒包括腺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等；真菌性尿

路感染也相对罕见，主要见于长期使用抗生素或免疫抑制

治疗的患者。常见的真菌包括念珠菌和曲霉菌，而支原体

和衣原体等其他病原体也会导致尿路感染。尿路感染可引

起尿液的异常变化，如颜色变化、尿量减少、尿频、尿急、

尿痛；尿路感染也会引起腰痛，尤其是由肾脏和肾脏周围

的炎症引起的，通常伴有肌肉疼痛和酸痛；尿路感染可引

起尿道狭窄和尿潴留，导致排尿困难；对于男性患者来说，

尿路感染可能导致前列腺炎、附睾和尿道炎等生殖系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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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严重时可能影响生殖功能；如果不及时治疗，尿路感

染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并发症，如肾盂肾炎、肾周炎症、肾

脓肿和尿道旁脓肿；长期尿路感染可能导致肾功能损害，

严重时可发展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尿路感染的并发症主要

包括肾乳头状坏死和肾周脓肿。肾乳头坏死是指肾乳头及

其邻近肾髓质的缺血性坏死，常发生在伴有糖尿病或尿路

梗阻的肾盂肾炎中。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主要表现为寒

战高热、严重的腰痛或腹痛、血尿，甚至败血症或急性肾

功能衰竭。肾周脓肿是由严重肾盂肾炎直接扩张引起的并

发症。大多数患者都有诱发因素，如糖尿病和尿路结石。

除了原有症状加重外，还经常出现明显的单侧腰痛，向健

康侧弯曲时疼痛加剧 [3]。此外，尿路感染还可能导致患者

睡眠质量下降、情绪波动、工作能力下降等，影响患者的

身心健康。因此，尿路感染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有负面影响。尿路感染诊断对于患者的健康具有重要的意

义，能够及时发现和治疗尿路感染，避免病情加重或转为

慢性感染，预防再次感染，提高生活质量。

尿常规检验的主要方法包括离心法、化学法和尿沉渣

显微镜检查。其中，离心法是通过离心机分离尿液，取沉

淀物进行显微镜检查；化学方法利用化学反应来检测尿液

中的各种物质；尿沉渣显微镜是一种通过显微镜直接观察

尿液中可见成分的方法，如红细胞、白细胞和小管。总而

言之尿常规检验是临床常规检查的重要项目，对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尿常规检验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检测仪器的不断升级，

尿常规检验逐渐走向自动化和智能化。早期的尿常规检验

方法是手工检测，要求医生或检测人员用肉眼观察尿液的

颜色、透明度等指标，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这种方法

存在主观性、耗时耗力、易出错等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出现了自动尿液分析仪，可以自动完成尿液的化学

分析和沉淀物检查。这种方法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检测的准

确性和效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目前的尿常规检

验已经向智能化阶段迈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

尿液图像的自动识别、细胞分类、疾病预测等功能。这种

方法不仅提高了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而且有助于医生做

出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尿常规检验是诊断尿路感染的重要方法之一，对诊断

尿路疾病具有较高的价值。尿常规检验可以检测尿液中白

细胞的数量。如果白细胞数量显著增加，预示着尿路感染

的可能性。尿常规检验还可以检测尿液中白细胞酯酶含量。

如果白细胞酯酶含量显著增加，也预示着尿路感染的可能

性。尿液酸性磷酸酶和亮氨酸氨肽酶测试，这些测试可以

帮助确定尿路感染的原因，如尿路结石、肺结核等 [5]。本

研究中，对比尿路感染患者和健康者的尿液白细胞计数、

白细胞酯酶和尿液 PH 值，其中尿常规检验中白细胞计数

的增加可能存在尿路感染。尿常规检验中的白细胞数量应

小于 5 个 / 高倍视野。当每个高倍镜视野大于 5 个白细胞时，

可以考虑尿路感染。白细胞升高的程度与尿路感染的严重

程度有关，白细胞越多，感染可能越严重。然而，需要注

意的是，尿常规检验中白细胞计数的增加不一定是由尿路

感染引起的，也可能是由药物和运动等其他因素引起的。

尿常规检验中白细胞酯酶阳性也提示存在尿路感染。但尿

常规检验中尿白细胞酯酶升高不一定是由尿路感染引起的，

也可能是由泌尿道结核性疾病或者标本留取污染引起的。

正常人群尿液 pH 值应在 5.5 到 7.0 之间。当尿液 pH 值低

于 5.5 时，表明有可能发生尿路感染。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尿液 pH 值的变化不一定是由尿路感染引起的，也可能是

由饮食和药物等其他因素引起的。因此，当尿常规检验中

白细胞数量增加、白细胞酯酶含量增加、尿液 PH 值降低，

需要综合分析患者的临床症状、尿液细菌培养等检查结果，

以确定诊断是否为尿路感染。本研究显示，以尿液细菌培养、

CT 、B 超等结果为标准，尿常规检验出 59 例尿路感染患者，

准确率较高，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总之，尿常规检验对诊断尿路感染具有重要价值，它

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制定适当的治疗方

案，也可以评估治疗效果。同时，尿常规检验是一种简单、

无创、有效且价格便宜的检测方法，可以减少患者在检查

过程中的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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