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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观察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肾盂结石的效果及 Ｃ 反应蛋白(ＣＲＰ)水平变化ꎮ 分析本院经皮肾镜碎石

术(对照组 ５０ 例)和体外冲击波碎石术(观察组 ５０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ꎮ 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ꎬ并检测治

疗前后血清中 Ｃ 反应蛋白和白细胞介素水平的变化ꎮ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ꎬ观察组患者的白细胞介素、Ｃ 反应

蛋白和 ＴＮＦα 水平明显降低且结石清除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ꎬ但手术时间及术后感染率之间两组差异无显著性(Ｐ
>０.０５)ꎮ 表明体外冲击波碎石术对肾盂结石治疗效果优于经皮肾镜碎石术ꎬ且 ＣＲＰ 水平降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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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ꎬ发病

过程通常较急ꎬ病情发作时疼痛剧烈ꎬ会造成患者

肾脏功能损伤或泌尿系统感染[１]ꎮ 现代生活方式

和饮食习惯的变化导致泌尿系统结石的发病率有

逐年升高的趋势[２]ꎮ 肾盂结石是泌尿结石的常见

类型ꎬ可引起肾积水、患者血尿、腰痛和肾绞痛等ꎬ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３]ꎮ 经皮肾镜碎石术及

体外冲击波碎石术在临床上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

应用且显示了较好效果[４￣５]ꎬ但均未对治疗前后炎

症反应因子的参与作用进行分析ꎮ 本文观察经皮

肾碎石术和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肾盂结石的效果

进行比较及对相关炎症因子 ＣＲＰ 和白细胞介素水

平的调控ꎬ现报道如下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分析本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期间诊治的接受经皮肾镜碎石术(对照组 ５０ 例)
和体外冲击波碎石术(观察组 ５０ 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ꎮ 对照组患者男 ２９ 例ꎬ女 ２１ 例ꎬ年龄 ４５ ~ ５９ 岁ꎬ
平均 ５０.８±８.７ 岁ꎻ观察组患者男 ２８ 例ꎬ女 ２２ 例ꎬ年
龄 ４５~６０ 岁ꎬ平均 ５０.９±９.８ 岁ꎮ 所有患者均经过

ＫＵＢ、ＩＶＰ、Ｂ 超后 ＣＴ 确诊为肾盂结石ꎬ单发ꎬ结石

大小 １.５~ ２.０ ｃｍꎬ未合并对侧结石或输尿管结石ꎮ

０２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４６ꎬＮｏ.５



肾积水轻度或中度ꎬ排除泌尿系统急性感染ꎬ泌尿

系统肿瘤和输尿管狭窄患者ꎮ 所有手术均由同一

医师完成ꎮ 两组研究对象在平均年龄、性别比例等

一般资料方面比较ꎬ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ꎬ具有

可比性ꎮ 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符合医院伦

理委员会要求ꎮ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经皮肾镜碎石术

治疗:全身麻醉患者进行手术ꎬ取膀胱结石位在患

侧输尿管内插入 Ｆ５ 输尿管导管至患者肾盂ꎬ留置

导尿管ꎮ 患者改俯卧位ꎬ腹部垫高ꎬ在 Ｂ 超定位协

助下穿刺ꎬ之后拔出穿刺针芯ꎬ经穿刺针鞘置入导

丝ꎬ切开患者皮肤置入 Ｆ１６￣１８ 可撕裂引导镜鞘ꎮ 经

鞘置入肾镜ꎬ无菌氯化钠冲洗ꎬ镜下找到肾盂结石ꎬ
进行碎石取石ꎮ 观察组患者行体外冲击波碎石治

疗ꎬ每例碎石次数不超过 ３ 次ꎬ间隔两周ꎮ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结石清除率和感

染率ꎬ并分析治疗前后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Ｃ 反

应蛋白和 ＴＮＦα 水平变化ꎮ 上述因子水平检测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进行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数据统计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 统计软件

完成ꎬ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ꎬ两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肾盂结石的效果分析 　
与对照组比较ꎬ观察组患者结石清除率明显升高(Ｐ
<０.０５)ꎬ但手术时间及术后感染率之间差异无显著

性(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肾盂结石的效果分析(例ꎬ％)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结石清除率 术后感染

对照组 ５０ ２３.９±３.７７ ３２(６４.０) ３(６.０)

观察组 ５０ ２４.０±２.５８ ４８(９６.０) ２(４.０)

ｔ ０.３６５ ４.１５８ ０.９５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肾盂结石后白细胞介素

水平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ＩＬ１β、ＩＬ２、 ＩＬ６ 及 ＩＬ１０ 水平间差异无显著性 (Ｐ >
０.０５)ꎬ而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上述指标降低更显著

(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３　 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肾盂结石后 Ｃ 反应蛋白

和 ＴＮＦα 水平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中 Ｃ 反应

蛋白和 ＴＮＦα 水平间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ꎬ而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上述指标降低更显著(Ｐ<０.０５)ꎬ见表 ３ꎮ

表 ２　 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肾盂结石后

白细胞介素水平变化

组别 ＩＬ１β / β￣ａｃｔｉｎ ＩＬ２ / β￣ａｃｔｉｎ ＩＬ６ / β￣ａｃｔｉｎ ＩＬ１０ / β￣ａｃｔｉｎ

对照组

　 治疗前 ０.４５±０.１１ ０.３９±０.０７ ０.５０±０.１２ ０.４４±０.１０

　 治疗后 ０.３９±０.０９ ０.３５±０.０９ ０.４１±０.０９ ０.３８±０.０６

观察组

　 治疗前 ０.４５±０.１３ ０.３９±０.０８ ０.５０±０.１３ ０.４４±０.１２

　 治疗后 ０.３１±０.０７ａ ０.３０±０.０４ａ ０.３５±０.０６ａ ０.３２±０.０７ａ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表 ３　 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肾盂结石后 Ｃ 反应蛋白和

ＴＮＦα水平变化

组别 ＣＲＰ / β￣ａｃｔｉｎ ＴＮＦα / β￣ａｃｔｉｎ

对照组

　 治疗前 ０.３８±０.０９ ０.３６±０.０８

　 治疗后 ０.２２±０.０４ ０.２６±０.０７

观察组

　 治疗前 ０.３８±０.０７ ０.３６±０.０９

　 治疗后 ０.１８±０.０５ａ ０.２０±０.０５ａ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泌尿系统结石也称为尿石症或尿结石ꎬ为泌尿

系统的常见疾病和多发病ꎮ 泌尿系统结石可见于

肾脏、膀胱、尿道以及输尿管等任何部位ꎬ但以输尿

管结石和肾结石多见ꎮ 经皮肾镜碎石术和体外冲

击波碎石术是临床上常采用的泌尿结石治疗手

段[６￣８]ꎮ 本文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ꎬ观察组患者

的结石清除率明显升高ꎬ且经治疗后血清中白细胞

介素、Ｃ 反应蛋白和 ＴＮＦα 水平明显降低ꎬ但术后感

染率两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ꎬ提示体外冲击波碎石

术治疗肾盂结石清除率效果优于经皮肾镜碎石术ꎬ
而不会增加感染率ꎬ值得临床推广ꎮ 体外冲击波碎

石技术与中药排石联合的治疗方法对泌尿系统结

石患者有确切的临床疗效ꎬ能够帮助结石顺利排出

体外同时减少刺激肾脏等不良反应[９]ꎬ且碎石机的

种类、患者的年龄、体重指数(ＢＭＩ)、结石的位置、皮
肤距离结石距离(ＳＳＤ)、定位方式及冲击波源的入

路、冲击波的频率及碎石过程中能量递增方式是影

响体外冲击波碎石术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ꎬ泌尿系

结石患者在接受体外冲击波碎石前需要选择合适

的体外碎石机ꎬ对泌尿系结石患者的综合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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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ꎬ争取采取个体化的治疗方案ꎬ取得最佳碎石

效率[１０]ꎮ 郑海山等[１１]也发现微创经皮肾穿刺碎石

术在治疗输尿管上段嵌顿性结石中较输尿管镜碎

石术具有明显的优势ꎮ 以往研究也证实萘哌地尔

胶囊与体外冲击波碎石术联合治疗输尿管上段结

石患者可取得显著疗效ꎬ可提高结石清除率ꎬ缩短

排石时间ꎬ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１２]ꎬ且经皮肾镜

碎石取石术的结石清除率较高ꎬ但是并发症多于体

外冲击波碎石术ꎬ因此在治疗方式的选择上必须考

虑患者的实际情况ꎬ选择适当的外科治疗类型[１３]ꎮ
本文中观察组患者结石清除率明显升高ꎬ但两组术

后感染率之间差异无显著性ꎬ表明体外冲击波碎石

术在治疗肾盂结石效果的基础上不会造成感染且

效果更好ꎬ值得临床推广ꎮ 白细胞介素及 Ｃ 反应蛋

白和 ＴＮＦα 在肾结石治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ꎬ且可能与临床治疗效果有相关性[１４￣１６]ꎮ 本文观

察组患者经治疗后白细胞介素、Ｃ 反应蛋白和 ＴＮＦα
水平明显降低且结石清除率明显升高ꎬ表明体外冲

击波碎石术治疗肾盂结石的清除效果优于经皮肾

镜碎石术而不会增加感染率ꎬ且此治疗过程中伴有

患者血清中的炎症因子 ＣＲＰ、白细胞介素家族和

ＴＮＦα 水平明显降低ꎮ
因此ꎬ体外冲击波碎石术治疗肾盂结石治疗效

果优于经皮肾镜碎石术ꎬ值得临床推广ꎬ且此过程

可能患者血清中的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Ｃ 反应蛋

白和 ＴＮＦα 水平明显降低ꎮ 在以后的研究中将进一

步分析血清中 ＣＲＰ、白细胞介素家族和 ＴＮＦα 等炎

症因子水平降低与临床治疗效果的因果关系ꎬ为临

床更合理治疗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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