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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女性尿路感染患者饮水达标对尿路感染治疗效果观察

王 敏，盛 娟，孙宝珠*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分析中老年女性尿路感染患者饮水达标对尿路感染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在 2020年 3月
-2021年 3月期间收治的中老年女性尿路感染患者（n=66）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组，其中参考

组采取常规治疗，实验组在上述基础上行饮水达标干预，每组 33例。对上述 2组治疗效果予以对比分析。结果 实

验组及参考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93.94%、69.69%，可见实验组治疗有效率相比较参考组较高（P＜0.05）。实验

组症状评分相比较参考组较低（P＜0.05）。实验组症状及小便检查恢复时间相比较参考组较短（P＜0.05）。结

论 中老年女性尿路感染患者饮水达标对尿路感染治疗效果可起到促进效果，有助于改善其相关症状，促进其康

复。此种方法可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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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drinking water up to standard on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women

Min Wang, Juan Sheng, Baozhu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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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drinking water up to standard on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women.MethodsMiddle-aged and elderly female patients with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n=66)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tandard drinking water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with 33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abov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s of treat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93.94% and 69.69% respectively, which showed that the effective
rates of treat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symptom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recovery time of symptoms and urine
examin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standard
drinking water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female patients with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can promot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help to improve their related symptoms and promote their rehabilitation. This method can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

【Key words】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women; Drinking water reaches the standard;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Symptom score; Time of symptom disappearance

尿路感染属于临床上多见的疾病，该病好发于中

老年人群，伴随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使得该病的发

生率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发展[1]。此病症状主要表现为

尿频、尿急及尿痛等症状，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可

产生坐立不安，甚至会引起心理上的问题，如焦虑、

* 通讯作者：孙宝珠

烦躁等。怎样缓解患者的症状，提升其舒适性，是临

床急需解决的问题[2]。为此，选取本院在 2020年 3月
-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中老年女性尿路感染患者

（n=66）为研究对象，分析中老年女性尿路感染患者

饮水达标对尿路感染治疗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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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基础资料

选取本院在 2020 年 3 月-2021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中老年女性尿路感染患者（n=66）为研究对象，采取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其中参考组采取常规治疗，

实验组在上述基础上行饮水达标干预，每组 33例。上

述患者均为中老年女性人群，经相关诊断后符合尿路

感染诊断标准，其基础资料无缺失。经向其说明本次

研究意义后，可主动加入到此次研究中。对存在心、

脑、肾等器官功能性障碍疾病者、精神疾病者，以及

因其他因素无法配合本次研究者予以排除。其中实验

组年龄 49-74岁，均值范围（57.65±2.35）岁。参考组

年龄 51-72岁，均值范围（57.43±2.54）岁。2组资料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含义（P＞0.05）。

1.2方法

参考组采取常规治疗，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健康教

育干预。实验组在上述基础上采取饮水达标干预。为

患者饮水达标的重要性及方法，于患者初次用药后采

取一次性饮用 2 000 至 3 000 ml水，需要在半小时至

1小时内完成[3]，（这个做不到一次性饮水 2000-3000，
不科学，要有科学数值及文献支持）若患者口淡无味，

可采取茶水饮用，随后持续维持饮水，每日内每小时

200 ml，晚间 8点（具体到时间）停止饮水。

1.3 疗效标准

1.3.1治疗有效率

以症状改善情况对 2 组治疗效果进行评价，其中

显效提示患者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明显改善，有

效表示患者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改善理想，（概

念模糊，症状明显改善和症状改善理想这之间差异是

什么，让人看不明白）无效提示患者尿频、尿急、尿

痛等症状改善不明显。计算方法：显效+有效/33×100%。

1.3.2症状评分

采取自行设计的症状评价量表对 2 组患者的症状

（尿频、尿急、尿痛）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提示患

者症状越严重。

1.3.3症状及小便检查指标恢复正常时间（是什么

意思）是尿液分析指标吗？

观察 2 组症状及小便检查恢复时间，症状中包含

尿路刺激征、发热。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软件进行处

理。（χ±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检验；（%）用

于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分析

表 1 显示，实验组及参考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93.94%、69.69%，可见实验组治疗有效率相比较参考

组较高（P＜0.05）。

2.2两组症状评分对比分析

表 2显示，2组治疗前症状评分比较差异较小，无

法符合统计学含义（P＞0.05）。治疗后实验组症状评

分相比较参考组较低（P＜0.05）。且组内治疗前后比

较差异明显（P＜0.05）。

表 1 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分析[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实验组 33 25（75.76%） 6（18.18%） 2（6.06%） 93.94%（31/33）

参考组 33 15（45.45%） 8（24.24%） 10（30.30%） 69.69%（23/33）

χ2 - 6.346 0.362 6.518 6.518

P - 0.012 0.547 0.011 0.011

表 2 两组症状评分对比分析（χ±s）（分）

组别 例数
尿频 尿急 尿痛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33 3.45±0.34 1.24±0.32a 3.54±1.24 1.32±0.54a 3.21±1.26 1.26±0.36a

参考组 33 3.54±0.47 2.35±0.43a 3.65±1.65 2.65±0.45a 3.26±1.54 2.56±0.57a

t - 0.891 11.896 0.306 10.869 0.144 11.077

P - 0.376 0.001 0.760 0.001 0.885 0.001

注：组内与治疗前比较，aP＜0.05，表示有统计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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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症状及小便检查指标恢复正常时间对比

分析

实验组尿路刺激征消失时间（17.54±2.34）h、发

热消失时间（11.23±3.47）h、小便检查指标恢复正常

时间（22.34±15.43）h。参考组尿路刺激征消失时间

（25.65±4.57）h、发热消失时间（19.54±4.32）h、小

便检查指标恢复正常时间（33.43±17.54）h。t检验值：

尿路刺激征消失时间（ t=9.074，P=0.001）、发热消

失时间（t=8.615，P=0.001）、小便检查指标恢复正常

时间（t=2.727，P=0.008）。实验组症状及小便检查指

标恢复正常时间相比较参考组较短（P＜0.05）。

3 讨论

尿路感染属于中老年人群多发疾病，本病多由于

中老年人组织学和功能发生改变，肾血流量降低、免

疫功能降低所致；及老年人尿道口、外阴正常菌群失

调分布，对病原菌抑制能力下降，使病原菌感染机会

增加等[3]。此病症状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及尿痛等症

状，可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需要

采取一种有效的方法促进患者治疗效果。

以往常规喝水按照每日饮水 2 000 至 3 000 ml，
采取一般速度，理论为 2到 3 小时进行 1次排尿[4-5]。

本次研究中在常规治疗及健康教育的基础上采取饮水

达标干预。该方法则是在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加快尿

液产生，能够于较短的时间之内产生尿液[6]。于患者尿

频状态下确保每次排尿量，以达到生理性膀胱冲洗效

果，以便起到尿道细菌、白细胞及红细胞等稀释效果，

可较好的抑制细菌繁殖，有效缓解其尿路刺激征，加

快患者康复[7-9]。本次研究结果可见，实验组及参考组

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93.94%、69.69%，实验组治疗有效

率相比较参考组较高（P＜0.05）。实验组症状评分相

比较参考组较低（P＜0.05）。实验组症状及小便检查

指标恢复正常时间相比较参考组较短（P＜0.05）。

为了促使患者较好的进行治疗，需要对患者采取

健康教育知识宣教等，如告知患者注意个人卫生，确

保外阴部、会阴部保持清洁，若条件允许可增加外阴

冲洗次数[10]。告知患者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良好的心

态。在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清淡，避免食用辛辣刺激

性食物，日常多饮水，保证每天 2000~3000 ml[11]。对

于意识清晰的患者，需要向其表明合理饮水的重要性，

为其讲解有效的饮水方法及注意事项等，使其能够有

效依从相关干预。

综上所述，中老年女性尿路感染患者饮水达标对

尿路感染治疗效果可起到促进效果，有助于改善其相

关症状，促进其康复。此种方法可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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