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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尿日记对泌尿系结石患者尿量及残石预后的影响

黄彦飞，骆媛媛，李金蓉，蒙有轩，廖君娟，杨纯，潘洁妙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部，南宁 530021)

[摘　要]	 目的：探讨排尿日记对泌尿系结石患者尿量及残石预后的影响。方法：2019年3月至6月，选取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98例泌尿系结石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50例，

观察组48例。对照组采用口头加纸质处方的宣教方法指导患者每天摄入2 000~2 500 mL液体，观

察组在常规的宣教基础上应用排尿日记指导患者调整液体摄入量；出院后继续采用排尿日记调

整。比较两组出院前1天、出院后1个月及出院后1年的24 h尿量；比较两组出院前1天的排尿是否

均衡及1年后残石预后。结果：观察组出院前1天、出院后1个月及出院后1年的24 h时尿量分别

为(1.98±0.91) L、(1.95±0.69) L、(1.94±0.73) L，多于对照组的(1.56±0.78) L、(1.42±0.61) L、

(1.45±0.53) L，排尿均衡例数高于对照组，残石增长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残石排出的发生率高

于对照组(P<0.05)。结论：应用排尿日记有利于增加泌尿系结石患者尿量，促进患者均衡摄入液

体，改善残石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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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cturition diary on urine volume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HUANG Yanfei, LUO Yuanyuan, LI Jinrong, MENG Youxuan, LIAO Junjuan, YANG Chun, PAN Jiemiao

(Department of Nursing, People’s Hospital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Nanning 53002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cturition diary on the urine volume of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and the 

prognosis of residual stones. Methods: From March to June 2019, 98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admitted to 

the Urology Department of People’s Hospital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were selected. There were  

5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48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structed to consume 

2 000~2 500 mL of liquid daily by oral and paper prescription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nstructed to adjust 

fluid intake by micturition diary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instruction. After discharg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continued to adjust fluid intake with a micturition diary. The 24 h urine volume of the two group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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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 尿 系 结 石 的 病 因 是 尿 液 浓 缩 导 致 晶 体 物

质的异常聚积，其高发病率和复发率是困扰临床

的 难 题 [ 1 ]。 研 究 [ 2 - 3 ]证 实 增 加 液 体 摄 入 量 可 稀 释

尿液，降低结石成分的过饱和状态，延缓结石形

成。临床通常指导患者多饮水以提高液体摄入量

预防结石。但饮水量不方便记量，且饮水量不等

于液体摄入量，常常不能判断患者是否摄入足量

液体，指导效果不理想[4]。研究[5]认为：尿液的浓

度是影响结石生成的直接原因，因此对尿量的监

控管理对预防结石更有效。排尿日记是指一定时

间内(至少24 h)采用特定的表格连续记录自然状态

下的排尿相关数据，包括每天的排尿时间、尿量

及其他参数等。本研究应用排尿日记监控患者的

尿量，指导患者调整液体摄入量，有效增加泌尿

系结石患者尿量，并改善残石患者的预后。现报

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 0 1 9 年 3 至 6 月 ， 选 取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人 民 医

院泌尿外科收治的98例泌尿系结石患者为研究对象 ,

其中4 8例为对照组，5 0例为观察组。纳入标准：  
1 )经B超、腹部平片或CT确诊为肾结石，拟在全

身 麻 醉 下 行 经 皮 肾 镜 碎 石 取 石 术 ； 2 ) 无 沟 通 障

碍；3 )获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合

并全身其他影响尿量的慢性疾病、因疾病不能摄

入较多液体、术前留置管道、术后并发严重并发

症的患者。对照组年龄23~69(40.5±21.2)岁，文化

程度为小学和文盲20人，初中19人，高中及以上

9人；观察组年龄24~72(42.2±20.9)岁，文化程度

为小学和文盲19人，初中22人，高中及以上9人。

对照组术后残石2 1例，直径( 2 . 2± 0 . 6 )  m m；观察

组术后残石1 9例，直径( 2 . 1± 1 . 0 )  m m。对照组单

纯性草酸钙结石 1 8 例，尿酸结石 8 例，以草酸钙

为 主 混 合 性 结 石 1 7 例 ， 以 尿 酸 为 主 混 合 性 结 石  
5 例；观察组单纯性草酸钙结石 2 1 例，尿酸结石  
7 例，以草酸钙为主混合性结石 1 8 例，以尿酸为

主混合性结石4例。两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残石情况、结石成分构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P > 0 . 0 5 )。本研究已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知情同意并

自愿参与本研究。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干预方法

对照组按经皮肾镜取石术常规护理进行住院

期间宣教和随访，即围手术期指导、尿路结石知

识宣教、留置双J管宣教与复查宣教等；向患者宣

教增加液体摄入量对预防结石的积极作用，嘱患

者每天饮水量为2 500~3 000 mL；出院后1个月电

话随访1次，随访主要内容为提醒按时拔管、饮食

指导和解答患者疑问。

1.2.2  观察组干预方法

观 察 组 在 对 照 组 宣 教 基 础 上 ， 应 用 排 尿 日

记记录患者的尿量，根据尿量反向评估并调整患

者液体摄入量。入院当天向患者宣教排尿日记可

以准确评价液体摄入情况。宣教后发放排尿日记

表，由科室护士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详细指导患者

排尿到指定尿杯，读取量杯数据，在排尿日记表

上记录排尿的具体时间和量，倾倒尿液。排尿日

记的内容包括：2 4  h排尿次数、排尿时间、每次

compared one day before discharge, one month after discharge and one year after discharge.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for the balance of urination on the day before discharge and the prognosis of residual 

stone one year later. Results: The 24-hour urine volu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98±0.91) L, (1.95±0.69) L, 

(1.94±0.73) at 24 h before discharge, 1 month after discharge and 1 year after discharge respectively,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56±0.78) L, (1.42±0.61) L, (1.45±0.53) L. For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mber of 

cases with balanced ur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residual stone growt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residual stone excre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micturition diary can increase the urine volume of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promote the balanced fluid intake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residual 

stones.

Keywords micturition diary; urinary calculi; urine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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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尿量。从入院第2天8点开始连续记录2 4  h排尿

日记至术前1天，并统计出每天总排尿量、白天尿

次、夜间尿次及最长排尿间期。根据总尿量评估

患者液体摄入量是否达标，结石患者推荐的日总

尿量为2 000~3 000 mL[6]；根据尿次的分布评估患

者是否均匀摄入液体，白天排尿间隔时间不超过 
1  h [ 7 ]。 根 据 评 估 结 果 指 导 患 者 调 整 液 体 摄 入 习

惯 。 尿 量 偏 少 者 嘱 增 加 饮 水 量 ； 2 4  h 饮 水 不 均

衡 者 ， 告 知 尽 量 均 衡 饮 水 ， 白 天 应 每 小 时 饮 1 次

水 ， 每 次 饮 水 量 大 于 1 0 0  m L ， 睡 前 饮 水 量 大 于 
200 mL，夜间起夜后、睡醒后应适当补充水分，夜

间补水量大于200 mL，晨起补水量大于200 mL[8]。

避免尿液浓缩导致结石增长。出院前再次指导患

者根据排尿日记评价液体摄入，院外如果不方便

测量每次排尿的量，可根据住院期间每次排尿量

均值乘以排尿次数大致得出每天的排尿量。

研究组成员与观察组患者建立微信群，患者

出院时发放排尿日记本，嘱患者出院后每周至少

记一天排尿日记，接龙上传至微信群。护士根据

患者排尿情况评估液体摄入情况，督促调整液体

摄入习惯，鼓励患者分享成功经验。

1.2.3  评价方法 
比较两组出院前1天、出院后1个月及出院后 

1年的2 4  h尿量；比较两组出院前1天的排尿间隔

时间是否均衡及1年后残石预后。两组入院后医生

开医嘱记录尿量，入院时排尿情况为患者入院后 
第1天的排尿情况，如有空腹、造影、肾图等检查

影 响 饮 水 ， 则 取 接 下 来 1 天 的 排 尿 情 况 。 对 照 组 
24 h尿量和排尿间隔时间从患者尿量单中获取，由

护士填写；观察组24 h尿量和排尿间隔时间从患者

排尿日记中获取，两组出院后1个月和出院后1年

的24 h尿量根据患者自解尿次数乘以住院期间每次

排尿量均值计算。残石预后通过B超或腹部平片或

CT测量残石的直径，评定残石的发展情况。

1.2.4  研究质量控制方法

研 究 组 成 员 建 立 微 信 群 ， 及 时 在 群 内 反 馈

问题和建议，研究期间每周召开组内会议，按照

PDCA循环对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追踪。将患

者信息建档，实施者签名确认，研究组组长检查

每例患者的执行情况，对不能完成的项目进行原

因分析，提出改进意见。研究初期患者记录排尿

日记依从性不足，分析原因：1 )患者对增加液体

摄入量能预防结石的认识不足；2 )排尿日记表记

录内容偏多；3 )量杯测量刻度不清晰。研究组提

出由主管医生对患者进行宣教，后由结石亚专科主

任录制微课上传到患者床旁视频播放器，便于护士

宣教；研究组简化排尿日记表，列出0~24 h，并列

出200、250、300、350、400、450、500 mL等常见

尿量，患者只需勾选即可；研究组用记号笔在量杯

上将常见尿量刻度进行标识，便于患者读数。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两组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百分比描述，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观 察 组 出 院 前 1 天 、 出 院 后 1 个 月 和 出 院 后 
1年的24 h尿量均高于对照组，排尿均衡例数高于

对照组；1年后残石的增长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残

石排出率高于对照组(P<0.05，表1~3)。 

表1 两组24 h尿量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24 h urine volu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n 入院/L 出院前/L 出院后1个月/L 出院后1年/L

观察组 48 1.49±0.83 1.98±0.91 1.95±0.69 1.94±0.73

对照组 50 1.42±0.63 1.56±0.78 1.42±0.61 1.45±0.53

t 0.471 2.456 4.033 3.814

P 0.319 0.008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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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应用排尿日记可以增加泌尿系结石患者的尿

量，促进患者均衡摄入液体。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24 h尿量在患者出院前、出院后1个月及出院后

1年均高于对照组，表明观察组液体摄入量高于对

照组，应用排尿日记可以增加结石患者尿量；观

察组术前和出院前排尿均衡例数高于对照组，说

明更多的观察组能均衡饮水，应用排尿日记可以

促进患者均衡摄入液体。研究 [ 4 ]发现结石复发患

者存在不能有效衡量饮水量问题，大部分患者对

饮水量的认识不够。护士在指导患者增加液体摄

入量时，也存在无计量用品，食物含水量不方便

统计等难题。研究[9]通过固定量杯记录患者的饮水

量，研究 [10]通过闹钟定时提醒患者饮水，但都不

能涵盖食物含水量，不能准确评估患者的液体摄

入量。排尿日记直接反应尿量，客观、简单、无

创，可行性强，方便易懂，能够提供详实而可靠

的临床资料，对排尿异常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

的意义 [11]。本研究通过记录排尿日记，使患者更

关注自己的排尿情况，当发现较长时间未排尿有

利于提醒患者及时增加摄入液体，促进均衡摄入

液体；且排尿日记计量准确，便于临床操作，护

士在宣教时用尿量说服患者，解决了患者自认为

摄入液体足够而实际不足的问题。因此，排尿日

记能增加患者的液体摄入量，进而增加尿量；院

外患者通过观察排尿次数和院内测量所得均次排

尿量计算尿量，评估液体摄入量是否充足，方法

简单，患者接受度和依从性高，结合院外延伸护

理，提高患者实施措施的依从性，因此能促进院

外患者保持足够尿量。

应用排尿日记可以改善术后残石的预后。研

究结果显示：干预组残石消失率为64%，高于对照

组的34%；残石增长发生率为16%，低于对照组的

48%，表明应用排尿日记可以促进残石排出，预防

残石增长，改善残石的预后。研究 [12]应用集束化

干预策略，结合体位排石、增加饮水和改善饮食

可改善残石预后，但对增加饮水的方法仍延续以

往的宣教，没有准确的计量和简便的方法。液体

摄入量对结石形成和排出有巨大影响 [13]，本研究

中残石直径小，理论上支持其通过体位排石方法

达到自然排石。在同样的体位排石指导下，观察

组的尿量高于对照组，足够的尿量冲洗尿道可以

促进残石排出，因此，观察组的排石率高于对照

组；足够的尿量还可以稀释结石成分在尿液中的

浓度，因此观察组残石的增长率低于对照组。
综 上 ， 使 用 排 尿 日 记 有 利 于 增 加 泌 尿 系 结

石患者尿量，改善残石患者的预后。目前国内外

对预防泌尿系结石的研究多为对摄入的评价和控

制，而本研究对尿量监控的方法更为简单准确，

效果更好，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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