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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尿路感染
陆晓俊，高雯雯，李嘉诚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上海 200434）

尿路感染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病，患者多因尿

急、尿痛、尿频等尿道刺激症状就诊，多数经规范

治疗可恢复健康。但是，病情严重时可引发全身性

损害，因此不可忽视尿路感染的危害。为此，本文

将介绍尿路感染的高发群体以及预防措施，以提高

大众对该病的防控能力。

认识尿路感染

什么是尿路感染 

尿路感染是指泌尿道的感染性疾病，主要原因

为病原体侵入尿路系统，在黏膜及上皮组织中繁殖，

引发泌尿系统损害。尿路感染患者的尿液中也存在

病原体，因此可通过尿常规诊断及细菌培养与鉴定

进行诊断。尿路感染的类型较多，根据发病部位可

分为膀胱炎、尿道炎、肾盂炎等。前两者称为上尿

路感染，后者则被称为下尿路感染。

尿路感染有哪些致病菌

引发尿路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为革兰阴性杆菌。

在临床工作中，医生对患者的尿液进行细菌培养

与鉴定，可以分离出大肠杆菌、变形杆菌、绿脓

杆菌、副大肠杆菌、克雷伯菌等革兰阴性杆菌。

其中，大肠杆菌为主要的尿路感染致病菌，约占

致病菌总数的 60% 以上。此外，肠球菌和葡萄球

菌也可以引发尿路感染，但占比相对较少。主要

通过尿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结合尿液涂片及硝

酸盐试纸条试验等检查手段确定病情，进而采取

有效的治疗措施。

尿路感染的病程

尿路感染可分为急性感染、复发、再感染和慢

性感染等类型。急性感染主要指突发、首发的尿路

感染，临床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尿痛、排尿

困难、寒战、腰痛、肾区叩击痛等，婴幼儿可伴有

嗜睡、惊厥、遗尿和厌奶等症状。严重的尿路感染

可导致血尿，以出血性膀胱炎为主。尿路感染是一

种复发率较高的疾病，较多患者治疗后 6 周内又出

现了致病菌大量繁殖的情况，导致症状再次出现。

同时，尿路感染治愈后一段时间后（一般指 6 周以

上），仍存在再次感染的风险，多由另一种致病菌

侵犯尿路所致。此外，部分急性尿路感染患者治疗

后病情迁延不愈，间歇性出现脓尿或血尿，逐渐形

成了慢性病程，持续时间可长达 6 个月以上，被称

为慢性感染者。

尿路感染高发群体

新生儿及婴幼儿

新生儿及婴幼儿是尿路感染的高危群体，其泌

尿系统和免疫系统未发育成熟，排尿、排便控制能

力较差。新生儿的急性尿路感染以血行性感染为主，

可出现全身性症状，如发热、体温降低、皮肤苍白、

体重不增、食少纳差、排尿哭闹、尿臭等症状，同

时多伴有消化系统症状，如腹泻、腹痛、嗜睡等，

高热患儿可出现惊厥。婴幼儿的急性尿路感染多伴

有败血症、黄疸等，病情较为危重。所以，家长发

现婴幼儿出现类似症状时，应及时送医治疗，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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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病情。

儿童

相比新生儿、婴幼儿，儿童尿路感染以尿路症

状为主，如尿痛、尿频、尿急等，部分患儿可出现

寒战、肾区叩击痛、血尿等，属下尿路感染为主，

若不及时救治可引起上尿路感染。当发现儿童出现

疑似症状时，应及时就诊，尽快控制尿路感染进展，

避免累及其他脏器或组织。

女性

这是由于女性特殊的生殖系统构造所导致的。

育龄期女性存在一定的激素变化，为尿道细菌增殖

创造了良好条件。因女性的尿道较短，会阴部细菌

易侵入，极易引发尿路感染。女性尿路感染以下尿

路感染为主，以尿痛、尿频、腰痛等为主要症状。

对于女性泌尿系统危害极大，可累及生殖系统，严

重者可继发生殖系统感染，需尽早干预治疗。

老年人

老年人泌尿系统功能减退，极易受到尿道口周

围细菌的感染。感染初期，容易与前列腺疾病、肾

病等慢性病混淆，延误早期治疗时机。此外，老年

人发生泌尿系统感染后，容易引发全身性症状，严

重时可危及生命安全。

私处不卫生的人群

尿路感染与私处卫生密切相关。不注意私处

清洗和卫生保健者，局部细菌繁殖量较大，为致

病菌繁殖创造了良好条件，易通过尿道口进入输

尿管，引发黏膜及膀胱组织感染。私处卫生不佳，

还可以导致生殖系统感染，继发泌尿系统感染，

且两者可相互影响，反复发作，进而发展为慢性

感染。

性生活过于频繁者或不洁性生活者

尿路感染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密切接触者存

在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性生活过程中，可以直接将

病原体传染给配偶，导致配偶出现尿路感染。频繁

的性生活可导致生殖器黏膜充血及损伤，私处的细

菌容易通过损伤的黏膜进入尿道，进而引发尿路感

染。不洁性生活者，容易出现病原体的交叉感染，

尿路感染风险大幅度升高。

糖尿病及其他慢性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对人体各器

官及系统造成了一定损害，也包括泌尿系统，容易

受到病原体的侵害，引发尿路感染。尿路结石等泌

尿系统疾病患者，也是尿路感染的高发群体。此外，

高血压也是尿路感染的危险因素。

长期使用某些药物者

糖皮质激素类等药物具有良好的抗炎作用，在

临床治疗中应用较多。但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可

引发机体免疫系统异常，导致感染风险大幅度升高。

因此，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者应注意积极预

防尿路感染。近年来，免疫治疗药物广泛应用于临床，

在多种疾病诊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该类

药物对人体的免疫系统影响较大，使得机体抵抗细

菌侵扰的能力下降，容易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等疾病。

如何预防尿路感染

注意私处清洁

定期清洁私处，抑制病原体繁殖，减少尿路感

染风险。需注意，不同人群的私处清洁存在一定差

异性，可根据年龄、性别、自身状态等因素选择合

适的清洁方法。对婴幼儿要及时更换尿布，避免尿

布过于潮湿。婴幼儿在大便后，应立即更换尿布，

采用清水清洁私处，并清理会阴、肛周及周围皮肤

的污物，保持局部皮肤干净；随后采用干净纸巾或

一次性棉柔巾擦干私处。气候温暖时，可暴露臀部，

适当晾干，避免局部潮湿，必要时可使用护臀霜等

辅助用品，降低尿布疹及尿路感染风险。尽量避免

让婴幼儿穿着开裆裤将私处直接暴露在环境中，以

降低与病原菌接触的风险。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成年人，每日要进行外阴清

洁，采用干净、流动的清水冲洗，避免局部细菌滋生。

禁止盆浴和坐浴，一定要采用流动的清水，避免被

污染的水污染身体其他区域。选择合格的卫生纸作

为如厕用纸。女性月经期间免疫力下降，私处分泌

物增多，容易发生感染。此时要选择合格的卫生巾，

并及时更换，每天至少用清水清洁私处 1 次，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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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经血或分泌物聚集。

注意公共场所的个人卫生

不要随意使用公共场所的马桶。若必须使用，

应先采用消毒剂彻底清除马桶圈及周围区域，以降

低感染风险。公共淋浴房、浴池和足疗店等机构，

环境温暖湿润，为细菌滋生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同

时人员流通性较大，容易出现交叉感染，应避免使

用这些场所提供的公用贴身衣物。女性的尿道短而

宽，更容易被细菌和病毒感染，因此在公共场所时，

要注意可能与私处接触物品的卫生，建议随身携带

消毒物品，经过完善消毒后再使用。

不要憋尿

憋尿是一种恶习，在长期久坐的人群中较为常

见。而膀胱中尿液长时间滞留，可增加尿道感染风险。

同时，长时间久坐，私处血液循环不畅，加上通风

不佳，细菌容易滋生。所以，如果出现尿意，应及

时排尿，千万不要憋。此外，也有些人平时不太喝水，

殊不知这也可增加尿道感染的风险。日常生活中多

喝水，可以稀释尿液，冲刷尿道，有助于降低感染

风险。

注意性生活健康

性生活前后应注意个人卫生。男女双方应做好

事前清洁，然后再完成性行为。若无生育需求，应

使用避孕套，对男女双方防控细菌感染都具有较好

的效果。事后，应注意排尿，冲刷尿道，降低尿路

感染风险；同时清除私处的分泌物，避免潮湿。禁

止不洁性行为，尽量长期保持、单一、固定的性伴侣，

避免存在多个性伴侣而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合理

控制性行为次数，避免频繁性行为。男性若有手淫

的行为，应尽量戒除。

积极治疗感染性疾病或基础疾病

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包括扁桃体炎、皮肤脓肿、

外伤感染、胆囊炎、前列腺炎、鼻窦炎、阑尾炎等，

应尽早明确细菌病毒类型，采用敏感抗生素或抗病

毒药物治疗，确保足疗程、足量，以免因根除不彻底，

或病情控制不佳，导致细菌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

统，流经身体其他系统，增加尿路感染风险。

积极治疗泌尿系统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如尿路结石、肿瘤、尿道狭窄、

前列腺增生等，对泌尿系统的损害较大，可增加泌

尿系统感染风险，需尽早干预治疗。同时，该类患

者平时应注意保持清淡饮食，避免食用辛辣刺激的

食物；增加每日饮水量，避免憋尿等行为。

积极控制基础疾病

糖尿病、高血压等患者存在较高的尿路感染风

险，应积极加以控制。糖尿病患者需积极控制自身

血糖水平，定期复查；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按时服

药，控制好血压水平。

积极控制尿路感染

若出现尿痛、尿急、小腹痛等泌尿系统感染症

状，立即就医，确定具体病情，避免尿路感染进一

步加重。确定存在尿路感染后，按照医嘱要求规范

用药，合理调整饮食，增加饮水量。由于尿路感染

复发率风险较高，易转为慢性感染，因此要确保药

物用足疗程，做好根治工作。尿路感染的疗程结束

后，应及时去医院复查，确定感染是否得到有效控

制，是否得到根除。若未得到有效根除，应遵医嘱

延长用药时间，再次复查确认。急性尿路感染疗程

结束后，医师会安排患者进行每周复查，连续 3 次，

未见异常才可以认为治愈。对于存在尿路感染史的

患者，应做好日常保健，规避可能增加尿路感染风

险的危险因素，积极预防复发。

慢性尿路感染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寻找病情

迁延不愈的主要原因。确定病因后，精准治疗，达

到根治的效果。慢性尿路感染患者病情改善后，仍

需进行长期的追踪观察，停药后半年内需每月进行

尿液检查。一旦发现感染或异常征象，要尽早治疗，

避免再次复发。

强化体育锻炼

现代人久坐办公，身体素质下降，尿路感染的

风险也随之增加。每日坚持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

改善身体代谢能力，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系统

等功能，有助于提高机体抵抗外界病原体的侵袭，

从而降低尿路感染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