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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总结尿源性脓毒血症的早期诊断及治疗经验"以进一步指导临床%方法$回顾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收治的
#'

例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

例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中"

$"

岁以上
##

例

!

(%1%%X

#"女性
#)

例!

,%1%%X

#"首发症状多样化%中段尿细菌培养阳性
#%

例"其中大肠杆菌
#"

例!

($1,!X

#"阴沟肠杆菌
#

例!

(1$,X

#"肠球菌
!

例!

#'1%,X

#%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

与降钙素原水平呈正相关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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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血小板水平呈负相关!

=.*"J(#(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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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介入组血小板水平明显低于药物治疗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G

#

"J"'

#%结论$老年女性是尿源性脓毒血症的高发人群"首发症状多样化"革兰阴性杆菌是主要致病菌%降钙

素原及血小板水平可有效评估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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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是急诊常见病及多发病!当尿路感染

出现临床感染症状并且伴全身炎性反应征象时!可

诊断为尿源性脓毒血症(

#

)

'严重脓毒血症病死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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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人群脓毒血症的病死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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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早期诊断及治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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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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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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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尿源性脓毒血症的诊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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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PWNR

年
S

月,

PWNV

年
U

月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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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其中男性
N

例!女性
NV

例&

年龄
UP

%

SQ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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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OW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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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手术介入治疗
U

例!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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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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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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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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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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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构成比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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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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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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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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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症状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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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首发

症状多样化!膀胱刺激征
N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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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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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伴意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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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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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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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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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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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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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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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式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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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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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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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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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介入组
E><

水平明显低于药

物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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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介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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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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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药物治疗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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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分为单纯性和复杂性尿路感染'单

纯性尿路感染伴有尿道畸形*肿瘤*结石等基础病

变时可导致复杂性尿路感染'当复杂性尿路感染

得不到控制!可进展为菌血症!导致脓毒血症!甚至

危及生命(

R

)

'

本研究的
NU

例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中!

OW

岁

以上患者占
TR1RRX

&女性占
QR1RRX

&首发症状不

典型!大多为膀胱刺激征*发热*腰痛*腹痛腹胀*肉

眼血尿*恶心呕吐*乏力伴意识障碍等症状&中段尿

细菌培养阳性
NR

例!其中大肠杆菌占
SV1OPX

'结

果提示!老年女性是尿源性脓毒血症的高发人群!

革兰阴性杆菌是主要致病菌'这是由老年人自身

的生理特点所决定的'有研究(

V

)也证实老年人复杂

性尿路感染病原菌多为革兰阴性杆菌!导致尿源性

脓毒血症的发生率明显增加!病死率升高'

结石梗阻是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的重要病因!

早期诊断及治疗对降低尿源性脓毒血症的病死率

起着关键的作用'结石梗阻导致的尿源性脓毒血

症往往起病急!单纯药物抗感染治疗不能达到疗

效!应该尽早引流!解除结石梗阻'但是!手术选择

不当往往增加病死率!应尽量采用微创手术治疗'

微创手术治疗方法有膀胱镜下输尿管逆行插管引

流*经皮肾穿刺造瘘引流及体外超声碎石'

本研究的
NU

例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中!

NW

例

感染得以控制'另
U

例结石梗阻导致的尿源性脓毒

血症患者单纯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后采用微创手

术行膀胱镜下输尿管逆行插管引流!插管后解除梗

阻!感染得到迅速控制!预后良好'本研究同时发现!

行手术介入治疗的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

E><

明显

减少!与药物治疗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尿源性

脓毒血症患者
@E@!M4

,

评分与血清
E!<

水平正相

关!和
E><

水平负相关'说明
E!<

和
E><

可作为早

期判断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参

考指标'

总之!降低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的病死率!需

要早期诊断及准确评估病情'

E!<

和
E><

可作为

早期预测尿源性脓毒血症危重程度的预警指标!对

于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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