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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常规作为临床常见和入院常规检查项目， 类似于血液
常规检查。 尿常规检查能够及时地对人体的泌尿系统进行反
馈，在整个检测过程中，包含的检测内容主要有尿液的颜色情
况、质地、酸碱度以及相关细胞的含量，比如蛋白、管型、尿糖
情况等。在进行上述数据检测时，能够及时地对被检者进行肾
脏功能的情况分析，以及为临床的治疗效果进行相关的反馈。
本文主要从临床尿常规检查的注意事项及临床意义进行科普
说明。

1 尿常规检查的注意事项
尿常规检查是入院常规检查必备之一。非紧急情况下，医

生会告知患者在第二天早晨进行尿液的采集， 这是由于在其
他时间段所采集的尿液， 在成分以及结果上较晨起的尿液会
有一定的误差，晨起尿液中各种成分更加浓缩，尿液检查的结
果也会更加准确。 在住院病人知道第二天需要进行尿液常规
检查后，在前一天的晚上 9点就需要停止摄入食物，在检查的
当天不能饮食饮水， 这样会确保所采集的尿液各种成分能够
反映患者的真实情况。患者在进行尿液采集的过程中，要尽量
地采集中段尿液， 这是由于中段尿液相比于前段和后段尿液
更不容易出现污染，所得到的结果会更加准确。护士会在头一
天的晚上将采集尿液的尿杯和试管发到患者手中， 在拿到尿
杯后，要确保尿杯清洁，不能随意使用或污染尿杯，在尿液采
集完毕后，立即将试管送至检验科。 送检过程中，不要长期放
置，避免出现反应而导致标本失去准确性，影响检测结果。 女
性生殖器的解剖位置比较特殊，在进行尿液采集的过程中，要
避免将白带混合在尿液中，一旦出现混合，需要立即更换尿杯
和试管，重新采集尿液。 对月经来潮的女性，尽量避免在这个
时间段采集，也不建议在这个阶段进行尿液检查。

2 尿常规检查的意义
尿液常规的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尿液的颜色。酸碱度、尿比

重、尿液中各种细胞的成分，亚硝酸盐含量、尿蛋白定性、管型
以及尿糖等指标。在常规的检查过程中，一般会对尿液的颜色
以及透明度进行辨别。

2.1尿液的颜色
人体在正常情况下尿液的颜色是呈现出草黄色，如果体检

者在自身存在糖尿病或者是尿崩症以及其他疾病情况下，尿
液则可能不会有颜色。 当然，如果体检者存在黄疸、肝功能异
常等情况时，尿液则会出现橘黄色或者是深黄色。如果受检者
在检查前长期服用复合维生素 B或者是柳氮磺吡啶、 核黄素
等，尿液的颜色会出现深黄色。 还有的患者存在泌尿系统结石、

肿瘤，或服用抗结核的利福平等，尿液会出现红色。 此外，还可
能出现酱油色、红葡萄酒色等，这种情况都需要进一步检测。

2.2尿液的 pH
人体的正常尿比重范围在 1.015左右。如果受检者存在高

热脱水、高尿糖、心脏功能不全等情况，尿液中的尿比重会增
高。 当然，尿崩症或者是肾脏功能障碍的受检者，尿比重会下
降。 但是患者自身饮水不足也会影响尿比重的数值，如果一整
天没有饮水，尿比重就会上升，饮水过多，尿比重也会随之下
降， 因此具体情况需要结合尿常规结果以及临床症状和体征
进行进一步的判断。

2.3尿液的酸碱度
在酸碱度的分析上， 尿液主要呈弱酸性，pH值在 6.0左

右。 酸碱度的指标和饮食习惯息息相关，肉食主义者尿液的酸
碱度一般会偏低，素食主义者尿液的酸碱度一般会偏高。 如果
尿液标本中的酸碱度偏离正常数值， 则需要考虑代谢系统以
及泌尿系统是否出现异常， 例如痛风患者或者是长期服用药
物的患者尿液中的酸碱度都会出现偏离正常值。

2.4尿液中细胞成分
尿液检查中白细胞的检查一般都用参考符号“+”表示，符

号越多，表示尿路感染得越严重。 当然，红细胞也是采用同样
的标记符号，如果红细胞越多，表示泌尿系统可能出现一定的
问题，比如结石、膀胱炎、肾小球肾炎、泌尿系统肿瘤等，都会
导致尿液中的红细胞数值增多， 当然还需要结合相关的影像
学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 除了上述指标之外，在尿液检查过程
中出现管型结果等情况， 考虑是否为部分发热疾病以及急慢
性肾小球肾炎等。 尿液中如果白细胞增多，且结合定性试验之
后出现阳性结果， 需要进一步地考虑是否存在尿路感染的可
能性。 正常人尿液中亚硝酸盐是阴性，一旦出现尿路感染的情
况，亚硝酸盐则显示为阳性。 尿常规中尿蛋白含量增多，需要
结合肾功能指标进一步判断。 尿液中尿糖含量增高，表示可能
存在糖尿病。

3 结束语
尿常规是通过初步的检查，判断是否存在相关的疾病。 当

然， 大多数的临床疾病需要结合相关的影像学指标和血液指
标进一步判断和确诊。 因此，在进行尿常规的相关检查之后，
如果相关指标出现异常，不需要过于慌张，要结合临床症状和
体征，咨询相关的医生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或及时地接受治疗。
因此，尿常规是判断和预测泌尿系统的重要检测手段，也是临
床治疗的一项重要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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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禁止食用的食物
患者因为长时间的腹泻，本身体质较为虚弱，因此对于土

豆、红薯、白萝卜等产气较多的食物应减少食用量，避免肠道
发生不适反应。 同时，患者自身的抵抗力也减弱，因此应该更
加注意饮食卫生，不吃生冷、坚硬食物，不喝酒，不吃辛辣食物
和刺激性食物，以保持肠道卫生。

3.4饮食食谱
使用鲜马齿苋 90g加粳米 100g煮粥，早、晚服用，可起到较

好的止泻效果;将山药 30g、莲子 20g、粳米 100g混合后煮粥，
早、晚服用，有健脾和胃及止泻的效果;可取大蒜 30g，将皮去

除，切成碎末，使用 100g粳米加 1000ml清水煮粥，早、晚温服，
可以起到止痢、止泻的效果。 上述食物需在咨询医生之后才可
使用，防止与药物治疗之间存在冲突。

4结束语
慢性肠炎腹泻因为病程较长，药物的干预非常关键，需按

照医嘱进行规范化的药物治疗，同时配合规范化的饮食干预，
对日常饮食进行规范化处理，并且结合相应的饮食食谱，使用
药物和饮食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疾病的综合治疗质量，促进疾
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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