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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石的常见病因

泌尿系结石的常见病因，包括代谢
异常、局部因素、药物因素、饮食和生活
习惯等。

代谢异常：如果饮食中摄入过多高
钙食物，或者肾脏对钙的排泄功能出现
异常，就可能导致尿液中钙含量升高，
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同时，草酸也是
常见的结石成分，富含草酸的食物如菠
菜、草莓、巧克力等，若摄入过多且未能
及时代谢，就可能在尿液中与钙结合形
成草酸钙结石。另外，尿酸是嘌呤代谢
的产物，高嘌呤饮食（如动物内脏、海鲜
等）、饮酒等因素可导致尿酸生成过多，
当尿液中尿酸浓度过高时，容易形成尿
酸结石。

局部因素：尿路梗阻是泌尿系结石
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如输尿管
狭窄、前列腺增生、膀胱颈部梗阻等，可
导致尿液排出不畅，尿液中的结晶物质
在局部积聚，逐渐形成结石。同时，感
染引起的炎症反应可导致尿路黏膜损
伤，加速结石的形成。另外，长期留置
导尿管、输尿管支架等尿路异物表面，
容易吸附尿液中的结晶物质，逐渐形成
结石。

药物因素：某些药物可增加泌尿系
结石的发生风险。例如，长期服用维生
素 D、维生素 C、皮质激素等药物，可能
导致尿液中钙、草酸等物质排出增加，
从而诱发结石。此外，磺胺类药物在尿
液中溶解度较低，容易形成结晶，增加
结石的形成风险。

饮食和生活习惯：如果饮水过少，
尿液就会浓缩，尿液中的结晶物质浓度
升高，容易形成结石。一般来说，成年人
每天应摄入 2000 毫升左右的水，以保
证尿液的稀释和正常排泄。同时，摄入
过多的盐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也会促进
钙的排泄，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另外，
长期食用高蛋白、高脂肪、高糖食物，会
导致尿液中尿酸、草酸等物质排出增
加，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

泌尿系结石的检查手段

泌尿系结石的检查手段有尿常规
检查、超声检查、X线检查、CT检查、磁
共振成像（MRI）等，患者可根据自身情
况选择。

尿常规检查：通过检测尿液中的红
细胞、白细胞、结晶等，可以初步判断是
否存在结石及是否合并尿路感染。如果
尿液中红细胞增多，提示可能存在尿路
出血，结石是常见的原因之一。白细胞

增多则提示可能存在尿路感染。
超声检查：超声可以清晰地显示肾

脏、输尿管、膀胱等部位的结石，对于直
径大于 3 毫米的结石具有较高的检出
率。超声检查还可以了解肾脏的大小、
形态、结构及是否存在积水等情况，为
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X线检查：X 线检查包括腹部平片
（KUB）和静脉肾盂造影（IVP）。腹部平
片可以显示大部分的泌尿系结石，但对
于一些透 X 线的结石（如尿酸结石）可
能无法显示。静脉肾盂造影可以显示肾
脏的排泄功能及尿路的形态，对于明确
结石的位置、大小、形态及是否存在尿
路梗阻等情况有重要价值。

CT检查：CT检查是目前诊断泌尿
系结石最准确的方法之一。CT 可以清
晰地显示结石的大小、位置、形态及与
周围组织的关系，对于复杂的结石病例
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磁共振成像（MRI）：MRI检查在泌
尿系结石的诊断中应用相对较少。主要
用于一些特殊情况，如孕妇、对造影剂
过敏的患者等。MRI可以显示尿路的形
态和结构，但对于结石的检出率不如
CT和超声。

泌尿系结石的症状

泌尿系结石的症状主要有疼痛、血
尿、尿频、尿急、尿痛、恶心、呕吐、发热、
寒战等，具体表现如下。

疼痛：结石在尿路中移动时，可引
起剧烈的绞痛，疼痛可放射至下腹部、
腹股沟、会阴部等部位。疼痛的程度因
人而异，有的患者疼痛难忍，甚至出现
恶心、呕吐、大汗淋漓等症状。如果结石
引起尿路梗阻，可导致肾脏积水，出现
腰部胀痛。这种疼痛通常为持续性钝
痛，有时也可伴有酸胀感。

血尿：结石在尿路中移动时，可损
伤尿路黏膜，导致出血。血尿的程度轻
重不一，有的患者仅在显微镜下才能发
现红细胞，称为镜下血尿；有的患者可
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尿液呈红色。

尿频、尿急、尿痛：如果结石合并尿
路感染，可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
刺激症状。患者会频繁感到有尿意，但每
次尿量较少，排尿时会有灼热感或刺痛
感。

恶心、呕吐：剧烈的疼痛可刺激胃肠
道，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尤其是输尿
管结石引起的绞痛，常伴有恶心、呕吐。

发热、寒战：如果结石合并严重的
尿路感染，会出现发热、寒战等全身症
状。患者体温会升高至38℃以上，甚至
出现高热惊厥。

泌尿系结石的预防措施

其实，面对泌尿系结石也不必恐
慌，泌尿系结石的预防措施也有不少，
以下几条仅供参考。

增加水分摄入：每天应摄入足够的
水分，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这样
可以稀释尿液，降低尿液中结晶物质的
浓度，减少结石形成风险。建议多喝白开
水，避免饮用含糖饮料、咖啡、浓茶等。

调整饮食结构：合理的饮食结构对
于预防泌尿系结石至关重要。应减少高
盐、高蛋白、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
增加蔬菜、水果、粗粮等富含膳食纤维
食物的摄入。这些食物可以促进肠道蠕
动，减少肠道对钙、草酸等物质的吸收，
从而降低结石的形成风险。对于容易形
成草酸钙结石的患者，应减少富含草酸
的食物摄入，如菠菜、草莓、巧克力等。
对于容易形成尿酸结石的患者，应限制
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如动物内脏、海鲜、
啤酒等。

适度运动：适度运动可促进血液循
环，增强体质，同时也有助于预防泌尿系
结石的形成。建议每天进行30分钟以上
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

定期体检：定期进行泌尿系统的体
检，可以及早发现结石的存在，采取相
应的治疗措施。对于有结石家族史、高
尿酸血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高危人
群，更应加强体检的频率。

积极治疗原发疾病：对于尿路梗
阻、尿路感染、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原
发疾病，应积极进行治疗，以减少结石
的形成风险。例如，尿路梗阻患者应及
时解除梗阻，尿路感染患者应使用抗生
素进行治疗，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应
进行手术或药物治疗。

总之，泌尿系结石虽然是一种常
见的疾病，但只要了解其常见病因、掌
握检查手段、熟悉症状表现，并采取有
效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降低结石的发生
风险，减少疾病带来的痛苦。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
惯，多喝水、多运动、定期体检，让我
们的泌尿系统保持健康状态。同时，
如果出现泌尿系结石的
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
规范的治疗，以
免延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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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男女应增强性健
康和性安全意识，预防生
殖系统疾病，如短期内没
有生育意愿，可在医生指
导下采取避孕措施。减少
非意愿妊娠和流产发生，
保护生育能力。已育夫妇
提倡使用宫内节育器、皮
下埋植等高效避孕方法，
无继续生育意愿者，可采
取绝育术等永久避孕措
施。安全期避孕和体外排
精等方法避孕效果不可
靠，不建议作为常规避孕
方法。

一旦发生无保护性行
为且无生育意愿，应该尽
早采取紧急避孕措施。紧
急避孕不能替代常规避
孕，仅对本次无保护性行
为有作用。

发生非意愿妊娠，需
要人工流产时，应到有资
质的医疗机构。自行堕胎、
非法人工流产会造成严重
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反
复的人工流产会增加生殖
道感染和大出血风险，甚
至发生宫腔粘连、继发不
孕等疾病，严重影响女性
健康。

男 性 作 为 性 伴 侣 ，
在避免意外妊娠中，应
该承担更多责任。杜绝
违 背 女 性 意 愿 的 性 行
为，尊重和维护女性生
殖健康权益。

22.关爱青少
年和女性生殖健
康，选择安全、
适 宜 的 避 孕 措
施，预防和减少
非意愿妊娠，保
护生育能力。

泌尿系结石的“前世今生”
◆山西盈康一生总医院泌尿外科主管护师 安二星

泌尿系结石是一种较
为常见的疾病。它可能在
不知不觉中给我们带来巨
大的痛苦，影响生活质
量。

那么，泌尿系结石究
竟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
检查手段？又该如何预防
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泌尿
系结石的“前世今生”，揭
开它的神秘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