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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降钙素原"

3P2

$

水平的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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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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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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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于咸宁市中心医院就诊的尿路感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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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观察组!

收集同期来该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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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对照组&分析观察组患者病原菌分布情况#检测并比较两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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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广泛!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尿

路感染可导致患者出现免疫功能下降及炎症状态!临床治疗时应加强对上述指标的检测及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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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是指病原体在尿路中生长繁殖$并侵犯

泌尿道黏膜或组织而引起的炎症$多发于成年人%其

中$女性由于尿道较男性短$且直径较宽$女性尿路感

染患病率较男性高$是尿路感染的易感人群%除此之

外$老年人及住院患者由于免疫力较低$尿路感染患

病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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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影响患者的肾脏功能$甚至导致肾功能衰竭$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命安全&

$/)

'

%因此$及时

诊断并给予对症治疗对于尿路感染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本文分析了尿路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情况及

相关功能因子水平的变化$以期为尿路感染的临床诊

断及治疗用药提供新的思路%现将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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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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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

咸宁市中心医院就诊的尿路感染患者
"%%

例为观察

组%所有入选患者均符合/内科疾病诊断标准0中关

于尿路感染的诊断标准&

.

'

%本次研究已获得咸宁市

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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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平均(

$(#&d1#!

)岁%尿路感

染类型!上尿路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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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下尿路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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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纳入

标准!(

!

)符合尿路感染诊断标准*(

"

)年龄
"%

!

)1

岁*(

&

)入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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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未接受抗菌药物及免疫抑制剂

类药物治疗%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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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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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心脑血管严重原发性疾病者%选择同期来咸

宁市中心医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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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1

!

)"

岁$平均(

$1#)d$#(

)

岁%入选患者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次研究

收集的两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G

'

%#%1

)$具有均衡可比性%

:#;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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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分布特征
"

采集观察组患者清洁中段

晨尿标本$利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菌株鉴

定$系统购自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菌株鉴

定的操作及标准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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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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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素加氧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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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钙素原(

3P2

)水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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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研究对象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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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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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本次实验操作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以上检测所用试剂盒均购自碧迪医疗器械(上

海)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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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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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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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采用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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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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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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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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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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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路感染患者尿液标

本共检测出病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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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病原菌 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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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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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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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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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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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临床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尿痛#排尿不

尽#下腹坠痛#高热#怕冷#肾区疼痛等%尿路感染是

细菌感染中最常见感染$为泌尿系统常见疾病之一$

可分为上尿路感染和下尿路感染&

(/!!

'

%上尿路感染指

的是肾盂肾炎$肾盂肾炎又分为急性肾盂肾炎和慢性

肾盂肾炎*下尿路感染包括尿道炎和膀胱炎%目前$

尿路感染常用的实验室检查为尿定量细菌培养$被视

为尿路感染诊断的,金标准-%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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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阳 性 菌
$!

株$以 屎 肠 球 菌 为 主*真 菌
'

株

(

1#%)[

)$与已有报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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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细菌培养具有耗时较长的缺点$因此$寻找快速#

高效的鉴别诊断指标能够为临床及时制订治疗方案

提供参考依据%以往研究发现$尿路感染的反复发作

与患者免疫功能低下或免疫功能失衡密切相关$机体

受到抗原刺激后$体液中会出现一种能与相应抗原发

生反应的球蛋白$即
J

9

$是一种具有抗体(

4C

)活性或

化学结构$与抗体分子相似的球蛋白$在抵御细菌入

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

'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患者血清中
J

9

4

#

J

9

M

及
J

9

`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患者(

G

$

%#%1

)$表明尿路感染可导致患者免疫功能

下降$患者血清中上述
J

9

水平$可作为尿路感染诊断

及治疗的重要参考指标%

尿路感染的主要诱发原因为大量微生物聚集于

尿路中繁殖$导致患者尿路炎症%

UZ/!

为血红素氧

合酶的同工酶之一$具有抗氧化#抗炎#抗凋亡#信号

传导#免疫调节以及抑制黏附分子表达活性等作用%

UZ/!

对各种刺激因子的强大适应性反应在阻止炎症

过程和氧化性组织损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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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P2

是一种由甲状腺
P

细胞合成并分泌的$可反映全身炎

性反应活跃程度的一种前体蛋白%正常情况下机体

血清中
3P2

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当严重细菌#真

菌#寄生虫感染以及脓毒症和多脏器功能衰竭时$其

在血清中的水平急剧升高%自身免疫#过敏#病毒感

染以及局部有限的细菌感染#轻微的感染和慢性炎症

则不会导致
3P2

水平升高&

!1

'

%因此$本次研究观察

了尿路感染患者上述指标水平的变化$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患者血清中
UZ/!

及
3P2

水平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

G

$

%#%1

)$表明尿路感染可引发机体炎性反

应$与已有报道相符&

!)

'

%

UZ/!

可通过分解血红素所

得代谢产物调节机体炎性反应$其在尿路感染患者血

清中的水平与炎症因子
3P2

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呈

高度正相关$可作为尿路感染诊断的检测指标%

综上所述$尿路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广泛$以革

兰阴性菌为主*尿路感染可导致患者出现免疫功能下

降及机体炎症状态$上述指标可作为尿路感染的诊断

指标$临床治疗时应加强对上述指标的检测及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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