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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诊断治疗中临床微生物检验的病原菌结果分析

刘　娟

天水市秦州区人民医院　甘肃天水　741000

摘　要：泌尿系感染是临床上较为普遍的疾病，而临床微生物学检测对其诊治具有重要意义。现就泌尿系感染临床微生物

学检查的致病菌检测结果作一综述，以期加深对泌尿系感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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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尿路感染是一种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感染性疾病，

能引起肾脏和膀胱等多个器官的炎症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的

健康。因此，加强对尿路感染患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对

于降低尿路感染的发生率、降低其并发症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临床微生物检测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项新的检测手段，

对诊断和治疗疾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尿路感染的定义和病因

1.1 定义

泌尿道感染（UTI）是由病原体在尿道内大量繁殖而导

致的一种感染性疾病。肾、膀胱、尿道、前列腺等多个器官

都有可能发生感染。泌尿系感染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特

别是在女性身上，这是由于女性尿道短小，距离肛门更近，

更易被细菌侵入。

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尿路感染，特别是在性生

活频繁的时期。感染部位通常在膀胱、肾脏、输尿管以及

尿道等。但是，临床上对 UTI 的诊断不够重视，导致很多

患者没有及时接受治疗，导致病情反复发作。临床上以菌

血症和菌尿症为主要症状的感染性疾病为主要表现，是一

种常见的泌尿系感染。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改善，很多疾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泌尿系感染仍是

常见疾病之一。因此，临床医生应该重视尿路感染的治疗，

及时诊断并进行治疗，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2 病因

泌尿道感染（UTI）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感染性疾病，

主要累及尿道、膀胱和肾脏。细菌侵入、尿道解剖结构不正

常、机体免疫力下降、尿滞留、留置尿管等因素均可导致泌

尿系统感染。下面是引起尿路感染的几个因素。

1.2.1 细菌侵袭：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是

泌尿系最主要的病原菌，但其致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该细

菌通常由靠近肛门的组织通过尿道传染给膀胱或其他部位，

导致感染。除此之外，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

和变体杆菌等。尿路感染主要由细菌侵染引起。

1.2.2 泌尿系统的解剖结构不正常：尿道狭窄、尿道结

石、前列腺增生等是泌尿系统疾病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

尿路感染的重要因素。尿道狭窄是泌尿系统感染最常见的病

因，特别是女性。另外，如泌尿系结石、前列腺增生等疾病

也会导致泌尿系统感染。

1.2.3降低免疫力：免疫力低的人更易发生泌尿道感染，

这是由于免疫系统不能很好地消灭入侵的病菌。老年人，糖

尿病，免疫低下，孕妇等人群的免疫能力低下，更易受到泌

尿系统感染的影响。

1.2.4 尿滞留：尿长期停留在尿道，为细菌滋生和感染

的危险增大。出现上述症状主要是由于尿路梗阻、尿道梗阻

等原因所致。尿不干会使尿中的细菌大量繁殖，从而提高泌

尿系统感染的危险。

1.2.5 留置导管：长期使用留置导管的病人，由于留置

导管会给细菌提供进入尿道的机会，因而更易出现泌尿道感

染。留置导尿管的时间愈久，发生感染的机率愈高。另外，

留置尿管的清洗、消毒方法不正确也是引起感染的重要原

因。

1.2.6性病：性病是又一主要的泌尿道感染原因。淋病、

衣原体、滴虫性传播疾病等性传播疾病能够通过性行为传染

给泌尿系统，从而引起尿道感染。

1.2.7 药品与疗法：有些药品或疗法也会引起泌尿道感

染。比如，使用抗生素会使细菌产生更多的抗药性，这样就

会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危险。另外，某些抗泌尿道感染的药

物也会导致泌尿道感染。

1.2.8 环境因素：某些环境因素可能增加尿路感染的风

险。例如，在公共场所没有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去公厕时

不洗手，都有可能被感染。

2 临床微生物检验在尿路感染中的作用

泌尿道感染是一种由细菌感染所致的临床常见病。临

床微生物学检测是泌尿系感染诊治的重要手段。通过尿标本

的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实验，可以明确不同类型的病原体以

及对药物的敏感程度，为临床制定合理的用药方案提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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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泌尿系感染的微生物学检测，必须先采集病人尿标本。

应对病人进行未经治疗的尿样取样，并尽量避免外来污染。

收集的尿样将被送到化验室做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性实验。

细菌培养是将人尿样品放入培养基中，在培养皿内进行培

养，以达到培养基的目的。通过对培养皿内细菌的形态、颜

色和大小的观察，可以对其进行初步的鉴定。泌尿系统感染

主要由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肺炎链球菌等致病菌构成。

一旦确诊，还要做药物敏感性实验。药敏实验是向培

养皿中投加多种抗菌药物，观察其对多种抗菌药物的敏感

性，筛选出最佳的抗菌药物。在此基础上，结合药敏检测

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抗菌药物方案，从而减少因使用不

当而造成的治疗失败或产生耐药性等问题。尿液常规检查、

尿路超声检查、尿路造影等检查，除进行细菌培养及药物敏

感性试验之外，也能起到辅助诊断尿路感染的作用。多项

检测方法联合应用，有助于提高泌尿系感染的诊断准确率，

对临床诊治具有重要意义。

2.1 病原体鉴定

在泌尿系感染的诊断中，病原的识别是一个关键的步

骤。导致泌尿系统感染的病原体主要有细菌、真菌、病毒等。

致病菌的鉴别主要是为了确定引起泌尿系统感染的特定病

原菌，并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在临床上，常用的检测方法有：

尿培养：鉴别泌尿系统感染病原体的黄金方法。尿液

标本在一定的培养基中进行培养，通过观察细菌的生长状

况，判断致病微生物的种类。常见的培养基有营养琼脂和麦

康基琼脂等。尿培养是一种鉴别病原菌的方法，同时也是一

种定量检测病原菌数量的方法。

镜检：镜检能迅速地发现尿中有细胞，细菌和晶体。

用 Gram 染色和革兰氏染色可对尿中致病菌的种类和数量作

出初步的诊断。

采用 PCR 等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尿标本进行检测。此方

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可对多种病原菌进行快速准确鉴定，

特别是对难以培养的病原菌，如 Mtb 等。

通过以上几项检查，可以确定泌尿系统感染的致病微

生物，进而指导临床合理选用抗生素，以达到改善泌尿系感

染疗效的目的。近年来，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通过基因

芯片的快速、准确鉴定多种病原菌的方法已经被广泛地用于

临床。利用聚合酶链反应进行病原细菌的鉴定，可以快速准

确地确定病原种类。采用 PCR 方法对人体尿样中的病原菌

进行快速检测，既能避免重复检测，又能节省大量的人力和

物力。近年来， PCR在临床实验室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对难以培养的病原菌和无法用传统方法进行培养的病原菌

进行 PCR 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2.2 抗生素敏感

抗菌药物敏感性是泌尿系统感染治疗的重要环节，其

关键在于准确评价病原菌对多种抗生素的敏感性，以指导临

床合理用药。

对抗生素敏感性的常见方法有：

药物敏感试验（Disk Diffusion)：将含多种抗菌物质

的纸片置于有致病菌培养基中，测定其抑菌范围，评价其对

抗生素的敏感性。药敏试验是一种简便、快速、简便的检测

细菌耐药性的方法。

稀释：有微量稀释和大滴稀释两种方法。在此基础上，

采用逐级递减的方法，测定其最低抑菌浓度（MIC)，判断其

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E 试验：将两种方法的优势相结合，即将带有抗菌物质

的条带涂在培养液上，以此为依据建立的抗菌药物浓度梯

度，可以作为病原菌对药物的敏感程度的判定。

通过对抗生素的敏感性分析，可以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避免对病原菌不敏感，从而降低抗生素的滥用，防止耐药菌

的出现。目前，国内对抗生素敏感试验主要是使用琼脂稀释

试验。该方法以 MIC 值作为判断抗生素敏感性的指标，具

有以下优点：（1）高 MIC，对耐药性药物低；(2)灵敏度高，

但容易受到基质用量和操作条件的影响，不易掌握；(3) 获

取药物敏感性数据；(4)对临床合理用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避免盲目使用。但是，在一些情况下， MIC 并不能很好地

反映细菌对抗生素的敏感性。另外，由于各种药物的 MIC

值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很难获得精确的结果。

2.3 早期诊断

早期诊断对预防和治疗泌尿系感染及并发症具有重要

意义。临床微生物学检测技术能够对泌尿系统中的病原菌进

行早期发现与鉴别，从而为泌尿系统感染的及时诊治奠定基

础。

尿液常规检查：根据尿沉渣显微镜的检查结果，可以

发现其中的白细胞、红细胞、细菌等，这有助于医生排除尿

路感染的可能。

流式细胞术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检测泌尿道感染的

方法。这种方法是利用尿液中细胞的光学性质，实现对白细

胞、红细胞和细菌的快速检测。

尿快检试剂盒：尿中的白细胞酯酶、亚硝酸盐等指标

与泌尿系统感染有很大关系。尽管这两种检测手段的灵敏度

和特异度没有培养法和显微镜法高，但是他们能在短期内对

感染进行筛选。

对该病进行早期诊断，有助于明确是否有感染，并对

病人进行及时治疗，降低病人的不适感，降低其对健康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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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2.4 监测治疗效果

由于临床微生物检验的结果对于尿路感染的治疗效果

具有一定的监测作用，因此可以作为尿路感染的治疗效果监

测的一种手段。在进行抗菌药物治疗时，会将细菌、病毒等

感染物杀死，但在机体内还会存在大量的细菌，其繁殖速

度很快，很容易产生耐药性。同时，微生物检验结果还能

够反映出患者的尿细菌状况，可将患者尿细菌状况分为三个

等级：轻度感染、中度感染、重度感染。轻度感染的患者尿

液中会含有较少的细菌，且在进行抗菌药物治疗时，抗菌药

物不能有效杀灭尿路感染病原体；中度感染患者尿液中会含

有大量细菌且在进行抗菌药物治疗时，抗菌药物能够有效

杀灭病原体。在治疗期间，对患者进行常规的微生物检查，

可以对疗效进行监控，并对治疗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

临床微生物学检测对泌尿系统感染的诊治起着重要的

作用。尿标本的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实验，能明确不同类

型的病原菌，并对药物的敏感性，从而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结论：在泌尿系感染的诊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临床微生物

学指标，并与其它检测方法联用，以达到最好的诊疗效果。

3 常见的尿路感染病原菌

泌尿道感染在临床上非常普遍，特别是女性。目前，

临床上已经发现了许多常见的革兰阳性和大肠埃希菌。

3.1 大肠埃希菌

大肠埃希菌（E.co li）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感染病

原菌。通常好发于肠道，特别是靠近直肠。这种细菌通过尿

道进入泌尿系统而引起感染。大肠杆菌（E.co li）是一种

高度粘附的细菌，其分泌的分泌物能够引发机体的炎性反

应，导致患者的临床症状加重。

3.2 革兰阳性菌

革兰阳性细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病原菌，其在泌尿

系统感染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而革兰阴性细菌则是最常见的

病原菌。其中代表种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杆菌等。由于革

兰阳性细菌具有独特的细胞壁构造，它们对抗生素具有更强

的抗性，因此，泌尿系统感染的治疗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3.3 其他细菌

除大肠埃希菌、革兰阳性菌之外，还存在其它几种能

够引起泌尿道感染的病原菌。其中，假单胞菌、变形杆菌、

粪链球菌等都是其中的一类。各病原菌的发病机理及疗效各

不相同，临床上应针对不同病原菌选用适当的抗菌药物。

泌尿系统感染病原菌众多，对病原菌进行快速、准确

的鉴定和合理的治疗方案是防治泌尿系统感染的关键。在防

治上，应注意个人卫生，保持适量的饮水，及时排尿，减

少尿路感染。对已有感染的病人，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以防止感染扩散、复发。

4 病原菌结果分析

4.1 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是泌尿系统感染的

重要病原菌，对β-内酰胺类药物敏感性较高，但近年已有

多株耐药现象发生，临床上应慎重选用抗菌药物。

4.2 革兰氏阳性细菌感染以院内获得性泌尿道感染最为

常见，对青霉素、万古霉素等抗生素较为敏感，但仍有部分

细菌对其产生耐药性。

4.3 对其它细菌的感染，要针对不同的病原体，选用合

适的抗菌药物，防止因过度使用而出现抗药性。

细菌培养是泌尿系感染诊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

来，由于多种高科技手段，特别是细菌培养，使得泌尿系统

感染的诊治变得更加方便，同时也为临床医生做出更科学、

更有效的治疗方案。但应注意的是，在诊治泌尿系感染的过

程中，必须根据病人的病情、标本特征、病史等因素，才能

更好地指导诊治。临床微生物学测试作为一种新兴的检测方

法，不但可以对疾病的诊断起到很大的帮助，而且可以为疾

病的治疗提供可靠的证据。在临床中，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

况，正确选用抗生素，以防止产生耐药性。

5 临床意义和展望

临床上对泌尿系感染患者进行细菌学检查，可为其制

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及评价其预后提供依据。由于细菌耐药现

象日趋严重，因此加强抗菌药物的监测与合理用药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利用遗传学方法可以更好地

提高泌尿系感染的诊断准确率及疗效。

结论

临床微生物学检测对泌尿系感染的诊治起到了重要作

用，对致病菌的检测对指导临床用药、改善病人的预后具有

重要意义。以期对泌尿系感染的研究及临床应用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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