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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诊断中尿常规检验的临床价值分析 
查中建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32001） 

摘要：目的：分析尿路感染诊断中尿常规检验的临床价值。方法：以我院于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96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完全随机的原则将其均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48 例。对照组为同期在我院接受健康体检者，实验组患者为在我院接受尿路感染治疗者。

本次实验通过对两组患者的白细胞计数、细菌计数、白细胞阳性率、细菌阳性率及亚硝酸盐阳性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在白细胞计数和

细菌计数方面，实验组的患者明显超过了对照组的患者，差距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在白细胞阳性率、细菌阳性率以及

亚硝酸盐阳性率方面，实验组的患者也明显超过了对照组的患者，差距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尿常规检验在尿路感染诊

断的执行阶段在临床中属于一种比较合适的诊断方法，尿常规检验的特点包括检测周期短、操作简单，能够有效帮助尿路感染患者获取必

要的治疗信息，因此，尿常规检验方法值得在临床中进行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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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是由多种病毒、细菌、支原体和衣原体导致的一

种尿路急性或慢性炎症。在大部分情况下，患者均会表现出如

尿频、尿急和尿痛等相应的临床表现和指标[1-2]。据流行病学研

究显示，该疾病的发生与年纪和性别存在较大程度的联系，大

概 50%的女性患者曾经经历过该类疾病，而在性生活较为活跃

的时间段，患者的患病几率将会显著提升，对于身心未成熟的

小儿和身体、免疫功能衰退的老年人来说，遭受此类疾病的可

能性也会提高[3]。对于受到尿路感染困扰的患者，实施快速且精

确的诊断显得尤为关键。如果无法得到适当且有效的医疗干预，

可能使患者疾病出现恶化和拖延，从而可能诱发细菌性败血症

或肾脏功能衰竭，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演变成尿毒症，将

对患者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

响[4]。通过标准的尿道感染诊断方法，能够提高对患者的诊断效

率，不仅能够降低医疗花费，也能迅速评估出患者的感染状态，

对患者而言较为关键。本文选取 48 例在我院接受健康体检者与

48 例在我院接受尿路感染治疗者，观察在实施尿路感染诊断的

过程中尿常规检验的临床应用效果，现将实验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于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96 例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完全随机的原则将其均分为对照组与实验

组各 48 例。对照组为同期在我院接受健康体检者，实验组患者

为在我院接受尿路感染治疗者。其中对照组中患者中男女：

26/22 例，年龄 19-70（42.23±2.27）岁；实验组患者中男/女：

24/24 例，年龄 22-72（45.27±1.73）岁。以上两组患者之间的

一般资源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且 P＞0.05。 

1.2 纳入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者符合尿路感染的相关诊断标准；②患者

精神状态良好，依从性较高能够进行交流；③患者与家属知晓

本次实验并自愿签署实验知情书。 

排除标准：①患者患有较为严重的心血管、肾脏、肝脏和

内分泌系统疾病；②患者一般资料缺失；③患者精神状态不佳，

依从性较低，无法配合实验。 

在执行检测之前，必须对需要使用的医疗设备如离心机和

显微镜等进行性能评估，防止因为设备的故障，导致最后的尿

液样本中细菌和白细胞的计数结果产生偏差。 

1.3 方法 

在进行检测前，被检验者需要在开始实验之前 8 小时内停

止进食进水，与此同时，在清晨抽取被检验者 10 毫升的尿样进

行实验。使用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实验所需的校准、质量控

制和尿沉渣离心管等必需设备都应进行常规的清洗与消毒，在

开始检验之前，必须确认设备的具体情况，及时对设备进行调

整，以确保最终检验的结果。在执行常规的尿检流程时，值得

注意的是，医护人员在收集完尿样的检验应尽可能的缩短至

1-2h 小时。若检验的样品是女性检验者，医护人员应该提醒检

验者不要在月经期间接受检验，同时也应该确保检验者的私处

卫生，以防止检验的结果受到干扰。在执行检测时，首先需要

对尿样以 1500r/min 的频率进行 3 分钟的离心处理，然后才能执

行实验。同时，必须确保所有的实施步骤都严格遵循使用手册

和相应的规定，并且需要对所有的实验数据进行精确的记录。 

1.4 观察指标 

①观察对照组与实验组患者的白细胞计数、细菌计数情况。 

②观察对照组与实验组患者白细胞阳性率、细菌阳性率及

亚硝酸盐阳性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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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20.0 对两组患者的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进行统计

学分析，将其按照（ x ±s）表示，并采用 T 值检验，将其相

关系数按照[n（%）]表示，通过 X2 检验，将两组患者的相关系

数 P＜0.05 作为标准。 

2.结果 

2.1 对照组与实验组患者的白细胞计数、细菌计数情况比较 

表 1 对照组与实验组患者的白细胞计数、细菌计数情况对

比（ x ±s） 

组别 例数 白细胞计数 细菌计数 

对照组 48 11.22±3.23 2105.60±19.51 

实验组 48 31.22±2.66 4012.33±26.84 

t  35.448 426.159 

P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白细胞阳性率、细菌阳性率及亚硝酸盐阳性率

情况比较 

表 2 两组患者白细胞阳性率、细菌阳性率及亚硝酸盐阳性

率情况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白细胞阳性率 细菌阳性率 
亚硝酸盐阳性

率 

对照组 48 1（2.08） 0（0.00） 1（2.08） 

实验组 48 46（95.83） 47（97.92） 46（95.83） 

t  11.303 16.574 21.518 

P  0.000 0.000 0.000 

3.讨论 

在医学领域，尿路感染属于一种较为普遍的感染性疾病，

其初期主要以单一的尿路感染形式出现，包括由于病毒和细菌

在尿道中的扩散和繁衍所造成的急性纯粹的下尿路感染[5]。这种

感染的主要症状包括尿道炎、膀胱炎，以及由于病毒和细菌感

染的肾盂和肾盏以及肾的中心部位。如若患者没有得到适当的

诊断和治疗，这种感染的进一步恶化会使患者的病情持续恶化，

最终演变成慢性的尿路感染，将对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

更大的压力与负面影响[6-7]。在进行尿路感染的临床诊断时，必

须考虑患者的病情、实验室的测试以及影像学的分析，并且要

排除如尿路异常、尿液积聚、肾积水等多种复杂的情况。尽管

中段尿路的培养被认为是判定尿路感染的最高标准，但由于过

程的耗费相对较大，无法达到快速进行临床诊断的要求。所以，

探索更迅捷、高效的诊疗手段在尿路感染患者的临床检查中起

着关键作用。 

尽管尿常规检测方法迅捷且便捷，但该方式可能会被患者

的基础疾病和抗生素的应用状态所左右。为了降低基础疾病等

方面的干扰，医护人员在为患者进行检测之前，会将正在服用

抗生素的患者排除，同时也会引导患者在进行尿检之前应该保

证摄入的是健康的食品，以此来降低基础疾病等方面的干扰因

素对样本品质产生的不良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白细胞计数

和细菌计数方面，实验组的患者明显超过了对照组的患者，差

距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在白细胞阳性率、

细菌阳性率以及亚硝酸盐阳性率方面，实验组的患者也明显超

过了对照组的患者，差距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究

其原因为，对于大部分患者，尿常规检测具有较好的效果，因

其样本采集方便，检测进程迅速。多项尿常规检测项目的联合

应用，能够使诊断的准确性大大增强，从而极大提高了患者的

诊断效率。在进行尿路感染的临床治疗时，必须依照感染的病

原体种类来决策，并且，医护人员在应用尿常规检测的结果时，

还需依赖自身的经验来选择最佳的抗生素。因此，尿常规检测

能够在早期发现和筛查尿路感染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尿常规检验在尿路感染诊断的执行阶段在临床

中属于一种比较合适的诊断方法，尿常规检验的特点包括检测

周期短、操作简单，能够有效帮助尿路感染患者获取必要的治

疗信息，因此，尿常规检验方法值得在临床中进行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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