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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山东诸城学龄儿童尿液筛查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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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山东诸城 2013 年学龄儿童尿液筛查结果，探讨尿液筛查的意义。方法　以山

东诸城市 6~12 岁学龄儿童为对象，随机抽取 37 344 名儿童，对其晨尿进行尿常规检验，初次检验阳性者 2 周

后进行复查。结果　初筛阳性儿童 2 388 人（6.39%），复检阳性儿童 388 人（1.04%）。女生初筛和复查阳性

率为 9.52%、2.01%，均显著高于男生的 3.79%、0.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查阳性儿童中有 302

人确诊患有泌尿系统疾病，检出率为 0.81%。结论　尿液筛查能够对部分隐匿性肾脏疾病进行早期发现，有利

于儿童肾脏疾病的早期预防和治疗。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14，16（10）：1037-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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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ignificance of urine screening for school-age children by analyzing urine 
screening results of school-age children from Zhuche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in 2013. Methods    A total of 
37 344 school-age children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children 6 to 12 years of age in Zhucheng City. Morning urine 
was tested by routine screening test, and the children who tested positive were re-tested after two weeks. Results  There 
were 2 388 children (6.39%) tested positive in the first screening, and 388 children (1.04%) tested positive again in the 
second screening. The positive rate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screening tests were 9.52% and 2.01%, respectively, in girl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boys (3.79% and 0.23%, respectively; P<0.05). Among the children who 
had positive test results in the second screening, 302 (0.81%) were diagnosed with urinary system diseases. Conclusions    
Urine screening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some occult kidney diseases, which provides great benefits 
for earl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kidney diseases in children.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14, 16(10): 1037-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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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儿童肾脏疾病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

问题之一，其发病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1]。儿童肾

脏疾病常起病隐匿，多不表现出浮肿、少尿及血

尿等明显症状，如不及时发现和治疗会严重影响

儿童的肾脏功能，情况严重的会造成儿童肾功能

不全或尿毒症等 [2]。研究发现早期儿童肾脏疾病者

仅表现为尿常规检验的异常，因此对儿童进行尿

液筛查非常重要 [3]。我市 2013 年推行“儿童慢性

肾脏病双重筛查”项目，采用超声对新生儿泌尿

系统畸形情况进行筛查，采用尿液筛查对学龄儿

童肾脏病情况进行调查，为后期实施针对性科普

教育提供数据支持。本研究对我市 2013 年学龄儿

童尿液筛查结果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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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37 344 名学龄儿童资料来源于 2013 年山东诸

城“儿童慢性肾脏病双重筛查”项目。年龄6~12岁。

其中男生 20 370 名，女生 16 974 名。本研究经家

长知情同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由学校保健老师统一收集学生晨尿，统一送

检。检测仪器为优利特 -300 自动尿液分析仪。检

验项目包括：血尿、蛋白尿、白细胞尿 3 项。初

筛阳性者 2 周后进行复查。复查时要求家长取尿

样前晚对儿童外阴进行清洗，并留取晨起时中段

尿。取样后 2 h 内送检。复检尿沉淀仍为阳性者可

判定为尿检阳性。

1.3　初筛和复查阳性判断标准

血尿、蛋白尿、白细胞尿阳性判断标准依据

《儿科学》（第 8 版）中的相关标准 [4]。其中，

血尿：尿红细胞≥ 3 个 /HP 或 8 000 个 /mL；蛋白

尿：定性试验（±~4+），24 h 尿蛋白定量试验

≥ 150 mg；白细胞尿：尿液离心后沉渣白细胞计

数≥ 5 个 /HP。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和 SPSS 18.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尿液筛查结果

37 344 名学龄儿童中，初筛阳性者 2 388 人

（6.39%），其中女生阳性率显著高于男生，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7.965，P<0.05）；复查阳

性者 388 人，阳性率为 1.04%，其中女生阳性率

显著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7.696，

P<0.05）（表 1）。

2.2　不同检验项目尿筛查阳性结果

儿童尿筛查阳性以血尿、蛋白尿阳性为主，

且女生初筛血尿、蛋白尿检验阳性率均显著高

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 χ2=283.441、

64.851，均 P<0.05）；女生复查血尿、蛋白尿检

验阳性率亦均显著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96.557、19.769，均 P<0.05）（表 2）。

2.3　复查阳性儿童随访结果

388例复查阳性儿童转至潍坊市妇幼保健院进

一步诊治，确诊为泌尿系统疾病者 302 人，检出

率为 0.81%（302/37 344）；相对于复查阳性儿童，

检出率达到了 77.8%（302/388）（表 3）。

表 2　男女生不同检验项目阳性率的比较　[n（%）]

项目

初筛阳性 复查阳性

男生
(n=20 370)

女生
(n=16 974)

男生
(n=20 370)

女生
(n=16 974)

血尿 441(2.16) 925(5.45)a 28(0.14) 227(1.34)a

蛋白尿 97(0.48) 208(1.23)a 6(0.03) 29(0.17)a

白细胞尿 207(1.02) 434(2.56) 10(0.05) 83(0.49)

血尿并蛋白尿 27(0.13) 49(0.29) 2(0.01) 3(0.02)

注：a 示与男生比较，P<0.05。本筛查样本有同时出现两种
或两种以上阳性者。

表 1　男女生尿液筛查阳性率的比较　[n（%）]

性别 人数 初筛阳性 复查阳性

男 20 370 772(3.79) 46(0.23)

女 16 974 1 616(9.52)a 342(2.01)a

合计 37 344 2388(6.39) 388(1.04)

注：a 示与男生比较，P<0.05。

表 3　复查阳性儿童随访结果　[n（%）]

项目
男生

(n=20 370)
女生

(n=16 974)
合计

(n=37 344)
单纯血尿 21(0.10) 199(1.17) 220(0.59)

单纯蛋白尿 4(0.02) 14(0.08) 18(0.05)

泌尿系统感染 8(0.04) 48(0.28) 56(0.15)

泌尿系统结石 2(0.01) 5(0.03) 7(0.02)

肾病综合征 1(0.005) 0(0) 1(0.003)

合计 36(0.18) 266(1.57) 302(0.81)

3　讨论

儿童肾脏疾病常起病隐匿，并无明显症状，

部分患者可进行性发展为终末期的肾脏疾病。因

此在儿童时期对肾脏疾病进行早期发现、诊断和

干预对降低和延缓儿童肾脏疾病的发生是非常关

键的。临床上，肾脏疾病通常以尿液检验进行早

期发现，学龄儿童的尿液进行筛查对小儿肾脏疾

病的防治意义重大。早在 1986 年，我国就对 21

省市 224 291 名学龄儿童进行了尿液筛查检验，其

中血尿检出率达到了 0.42%[5]。翟亦晖等 [6] 在其研



 第 16 卷 第 10 期

  2014 年 10 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Chin J Contemp Pediatr

Vol.16 No.10

Oct. 2014

·1039·

究中，对上海 4 万名中小学生的尿液筛查结果进

行了分析，初筛阳性率达到了 5.22%，复查阳性率

为 1.00%。沈彤等 [7] 在其研究中对厦门 34 455 名

学龄儿童尿液筛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初筛阳性率

为 9.51%，复查阳性为 1.3%。本研究 37 344 名学

龄儿童初筛阳性率为6.39%，复查阳性率为1.04%，

结果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类似。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发现，女生尿液检测初筛

和复查的阳性率均显著高于男生，提示女生泌尿

系统更容易被感染，这主要与女生泌尿生理结构

较为复杂有关，女生尿道口连接外生殖器，易发

生交叉感染 [8]。此外，外阴部和衣裤间的摩擦也易

造成皮肤及黏膜的破损，受外界细菌侵入后易出

现感染和炎症 [9]。因此需要女生及家长对儿童生活

中生理卫生问题加以重视 [10]。

本研究尿液筛查阳性结果中，血尿阳性的

比例最高，初筛阳性率和复查阳性率分别达到了

7.61% 和 1.48%，这一点应引起重视。血尿为儿童

泌尿系统疾病中常见的症状，美国和日本对学龄

儿童进行的尿液筛查分析表明，血尿阳性率达到

了 0.65% 和 1.3%[11-12]。有研究表明女性是肾功能

降低的独立相关因素 [13]。本研究发现，女生血尿、

蛋白尿检验阳性率高于男生，与沈彤等 [7] 的报道

一致，分析原因：女性生殖系统解剖特殊，尿道

较短，且与阴道口、肛门邻近，易受到细菌的污染。

在随后对复查阳性患儿的随访中，发现 302

人被确诊为患有泌尿系统疾病，总检出率为0.81%，

相对于复查阳性儿童，检出率达到了 77.8%。因此

对复查阳性儿童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及时进行诊

断和治疗。

综上所述，尿液筛查可以作为学龄儿童肾脏

病变早期诊断的重要方法。当前我国学龄儿童尿

样筛查还未大规模开展，尤其是中小城市及农村。

因此，应将学龄儿童尿样筛查纳入到学生体检项

目中，以达到早期发现、防治儿童肾脏病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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