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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尿路感染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5版)
——尿路感染抗菌药物选择策略及特殊类型

尿路感染的治疗建议

尿路感染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编写组

抗菌治疗方案包括抗菌药物的选用品种、剂量、

给药次数、给药途径、疗程等，需综合考虑病原菌、感

染部位、感染程度和患者的生理、病理情况。

一、抗菌药物选择策略

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应遵循《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指导原则》，注意以下几点。

(一)品种选择

抗菌药物品种的选用原则上应根据病原菌种类

及病原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即细菌药物敏感试

验的结果而定。因此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对临床诊

断为尿路感染的患者应在开始抗菌治疗前．及时留

取合格尿标本，在怀疑存在血流感染时应留取血标

本送病原学检测，以尽早明确病原菌和药敏试验结

果，并据此调整抗菌药物的治疗方案。

对于临床诊断为细菌性感染患者，在未获知病

原菌药敏试验结果前．可根据患者的感染部位(上

尿路还是下尿路)、发病情况、发病场所(医院感染

还是社区感染)、既往抗菌药物用药史及其治疗反

应等推测可能的病原体。并结合当地细菌耐药性监

测数据，先给予抗菌药物经验性治疗。待获知病原

学检测及药敏试验结果后，结合先前的治疗反应调

整用药方案：对培养结果阴性的患者，应根据经验治

疗的效果和患者情况采取进一步诊疗措施。

此外．应根据不同药物的代谢动力学特点并结

合患者感染部位选择抗菌药物。对于下尿路感染，

应选择尿中药物能达到有效浓度的抗菌药物，否则

即使体外药敏试验显示为敏感，但尿中药物浓度不

足，也不能有效清除尿中病原菌。如卡泊芬净、米卡

芬净和伏立康唑，尿标本分离的真菌通常对这些药

物有很高的敏感性，但因这些药物尿中浓度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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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疗真菌所致尿路感染[1]。而对于上尿路感

染患者，因不能除外血流感染，故所选择抗菌药物不

仅需要在尿中有高浓度，血液中也需要保证较高浓

度。呋喃妥因和磷霉素氨丁三醇等药物可在尿液中

具有很高的浓度。但其血药浓度较低，故仅用于治疗

下尿路感染．而不能用于治疗上尿路感染[2]。左氧

氟沙星和B．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的血药浓度和尿药

浓度均高。既可用于治疗下尿路感染。又可用于治疗

上尿路感染。

(二)给药剂量

按各种抗菌药物的治疗剂量范围给药。治疗上

尿路感染。尤其是严重感染时，抗菌药物剂量宜较大

(治疗剂量范围高限)；而治疗单纯性下尿路感染

时，由于多数药物尿中药物浓度远高于血药浓度，则

可应用较小剂量(治疗剂量范围低限)。同时。要根

据肝肾功能情况调整给药剂量。

(三)给药途径

对于下尿路感染的患者，应予口服治疗．选取口

服吸收良好的抗菌药物品种，不必采用静脉或肌内

注射给药。仅在下列情况下可先予以注射给药：①

不能口服或不能耐受口服给药的患者(如吞咽困难

者)；②患者存在可能明显影响口服药物吸收的情

况(如呕吐、严重腹泻、胃肠道病变或肠道吸收功能

障碍等)；③所选药物有合适抗菌谱，但无口服剂

型；⑧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差。

对于上尿路感染，初始治疗多选用静脉用药，病

情稳定后可酌情改为15I服药物。

抗菌药物的局部应用如前列腺注射和膀胱灌注

抗菌药物宜尽量避免。目前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膀胱

灌注给药只有对氟康唑耐药念珠菌导致的膀胱炎．

可膀胱灌注两性霉素B[3]。

(四)给药次数

为保证药物在体内能发挥最大药效，杀灭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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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病原菌，应根据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原理、患

者病情严重程度和肝肾功能状况等决定给药次数。

抗菌药物分为时间依赖性抗菌药物和浓度依赖性抗

菌药物。时间依赖性抗菌药物的浓度达到一定程度

后再增加浓度抗菌作用无明显增强，其抗菌效果与

药物浓度高于最低抑菌浓度(T>MIC)相关，即感染

部位游离药物浓度高于MIC时问越长，抗菌效果越

好。这一类药物包括p．内酰胺类和碳青霉烯类等，

除半衰期长的头孢曲松和厄他培南等外，大多一13

多次给药。浓度依赖性抗菌药物如喹诺酮类和氨基

糖苷类，药物浓度越高抗菌效果越好，因此这类药物

大多一13一次给药。

(五)疗程

抗菌药物疗程因感染不同而异，对于急性单纯

性下尿路感染，疗程基本少于7 d．但上尿路感染．如

急性肾盂肾炎疗程一般为2周。对于反复发作尿路

感染，可根据情况进行长期抑菌治疗[2 J。

二、特殊类型的尿路感染

(一)无症状菌尿

1．定义：无症状菌尿又称无症状尿路感染，即尿

标本中分离出一定量的细菌，而患者无任何尿路感

染的症状或体征。无症状菌尿的诊断标准为[1]：对

无症状女性患者或留置尿路导管的患者。尿培养细

菌菌落计数≥105 CFU／ml；男性患者清洁尿标本培

养出1种菌株菌落计数≥103 CFU／ml：男性或女性

患者的导尿标本，1次菌落计数≥102 CFU／ml。

2．患病率：健康的绝经前女性无症状菌尿的患

病率为1．0％～5．0％。妊娠期女性为1．9％～9．5％，绝

经后女性(50～70岁)为2．8％～8．6％，糖尿病人群

女性为9．0％～27．0％，男性为0．7％～1．0％，社区老

年女性>15．0％．社区老年男性为3．6％～19．0％，长

期护理的老年女性为25．0％～50．0％，男性为

15．0％～40．0％，对脊髓损伤人群，间断导尿管导尿

者为23．0％～89．0％．括约肌切开术后者为57．0％，

血液透析人群为28．0％，短期留置导尿管者为

9．0％～23．0％，长期留置导尿管者达100．0％”J。

3．无症状菌尿和脓尿的关系：无症状菌尿患者

同时伴发脓尿的发生率从年轻女性的30％15 J至留

置尿路导管患者的100％。需要指出的是，脓尿不是

应用抗菌药物的指征[6]。

4．治疗

(1)不需要筛查和治疗的情况有：绝经前、未孕

女性、糖尿病女性、老年人、脊髓损伤的患者、留置导

尿管的病人和儿童的无症状菌尿。

(2)需要筛查和治疗的情况

①妊娠期女性：无症状菌尿是首个被明确的与

围产期不良结局密切相关的亚临床感染之一。无症

状菌尿的孕妇产出早产儿或低体重儿的概率是没有

菌尿的女性的20～30倍Ⅲ。建议在妊娠前3个月

每月均行一次尿培养检查[8]。怀孕期间治疗无症

状性菌尿可使孕妇继发肾盂肾炎的风险从20％～

35％降低到1％～4％，也能改善胎儿的状况，减少产

出低体重儿和早产儿的概率[9-10]。患有无症状菌尿

或有症状尿路感染的孕妇应该接受口服抗菌药物治

疗并定期复查。

抗菌药物的选择及疗程包括[1]：阿莫西林

500 mg口服，每8小时1次，3～5 d；阿莫西林一克拉

维酸钾500 mg口服，每12小时1次，3～5 d；头孢氨

苄500 mg口服，每8小时1次，3～5 d或磷霉素氨

丁三醇3 g口服，单剂治疗。

②需要泌尿道手术操作的患者：此类患者术中

有黏膜破溃、细菌入血出现菌血症的风险，需要进行

筛查和治疗。以前列腺增生为例，术前的无症状菌

尿如果不被控制，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出现菌血

症的概率高达60％，有6％～10％的患者会出现尿

源性脓毒血症[11。，而术前适当的抗菌药物治疗可以

大大减少这些感染性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具体抗菌

药物的应用应参照药敏试验结果。应用方案哺]：术

前1 d或手术前即刻应用均可，术后如果未留置尿

路导管可以不再使用，如果仍有导尿管留置，术后直

至导尿管拔除方可停用抗菌药物。

(二)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

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recurrent urinary tract in—

fections，RUTI)必须符合：尿路感染6个月内发作≥

2次，或1年内发作≥3次m]。即使对于尿路解剖

和功能正常的健康成年女性，RUTIs也是很常见．约

27％的泌尿系感染患者可在6个月之内发生再次泌

尿系感染，而6个月内3％的患者感染可超过

3次‘1 3|。

1．分类

(1)细菌持续存在：由同一种细菌引起．并且在

较短的期间内再次复发，患者在使用敏感性抗菌药

物治疗2周后，尿中仍可培养出同种细菌即可诊断。

这种情况常见于合并泌尿系统解剖或功能异常．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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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复杂性尿路感染。

(2)再感染：是指患者由不同种类的微生物引

起的再次感染。患者属于非复杂性尿路感染，感染

的原因是自身抵抗力低下出现的新的感染而不是首

次感染治疗的失败[1 4|。

2．诊断：诊断反复发作尿路感染最为重要的是

其发病的次数必须满足诊断标准。发作时的症状、

体征和实验室检查均与二般尿路感染类似。影像学

检查主要包括腹部x线平片、静脉尿路造影、膀胱

尿道造影、泌尿系B超、CT、MRI等。其目的是发现

泌尿系统可能存在的解剖结构异常和／或合并疾病。

女性患者要行妇科检查，排除妇科畸形及妇科生殖

道感染等疾病。

3．治疗：应区分患者是细菌持续存在还是再感

染，如果是细菌持续存在，则患者多为复杂性尿路感

染，参照复杂性尿路感染治疗原则，采取外科手术方

式去除或治疗感染灶并给予相应的抗菌药物治疗：

再感染患者，通常尿路解剖和功能是正常的，治疗主

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急性发作期的治疗：同急性非复杂性膀胱

炎的抗菌药物短程疗法。

(2)发作间期的预防：①行为治疗，包括多饮

水、性生活后排尿、排便后从前向后擦肛门等；②使

用OM一89(Uro．Vaxom@)疫苗(大肠埃希菌溶解物)

治疗可以明显减少疾病反复发作，但国内目前尚无

此药物；③植物药预防，主要指通过口服蔓越莓制品

减少尿路感染复发，疗效有争议；④低剂量、长疗程

抗菌药物治疗：在急性发作治疗后1～2周，尿培养

阴性后可以开始此抗菌药物预防疗法。持续预防性

使用抗菌药物、性交后2 h内单次使用抗菌药物可

预防尿路感染的反复发作[2]。用药方案包括：甲氧

苄移磺胺甲恶唑(TMP／SMX)40～200 mg口服，每

24小时或48小时1次．甲氧苄氨嘧啶100 mg口服，

每24小时2次，头孢氨苄125～250 mg口服，每日

1次，头孢克洛250 mg口服，每24小时1次，呋喃妥

因50～100 mg口服，每24小时1次或磷霉素氨丁

三醇3 g VI服，每10天1次，以上所有药物疗程为

长期服用3～6个月。另一种方案是性生活后单次

服用，包括：TMP／SMX 40～200 mg VI服，环丙沙星

125 mg口服。头孢氨苄250 mg VI服．诺氟沙星

200 mg口服．氧氟沙星100 mg口服或呋喃妥因50～

100 mg口服或磷霉素氨丁三醇3 g口服。

(三)泌尿生殖系真菌感染

念珠菌属是原发性累及泌尿生殖道最常见的真

菌，其中白色念珠菌是最常见的医院内真菌尿路感

染病原体[15I。在美国，念珠菌属在院内获得性菌血

症病因中占第4位，病死率高达40％，为所有菌血症

中病死率之首[16[。危险因素和诱因主要有糖尿病、

肾移植、高龄、尿路有创操作、女性性生活、伴随细菌

尿、长期住院、先天性尿路畸形或结构异常、住ICU

病房、广谱抗菌药物的使用、尿路内置导管、膀胱功

能障碍、尿路梗阻性疾病、肾结石等[1 7|。

1．临床评估：膀胱和前列腺真菌感染多无症状，

仅4％的患者会出现尿频、排尿困难、血尿等症状，

膀胱镜检查可发现膀胱壁白色斑片、黏膜水肿和红

色斑点等；肾脏是念珠菌血症侵犯的主要靶器官。肾

脏念珠菌感染表现为肾盂肾炎的症状，有腰部疼痛

和发热，并可能产生输尿管梗阻，形成念珠菌感染性

肾周脓肿或脓肾等。

念珠菌尿的诊断主要依据尿液真菌涂片及尿液

真菌培养，但标本易污染。B超和CT检查有可能发

现集合系统的真菌感染相关变化．并对尿路梗阻进

行评估。

2．治疗

(1)抗菌治疗原则及常用抗菌药物

①无症状念珠菌尿的治疗：同无症状菌尿。

②有症状念珠菌尿均需要接受治疗H引，需要参

照标本培养结果和药敏试验结果选择药物。

a．膀胱炎和肾盂肾炎：氟康唑400 mg口服．每

天1次，2～4周；氟胞嘧啶25 mg／kg VI服，每天

4次，7～10 d；两性霉素B 0．3～1．0 mg／kg，静脉滴

注，每天1次，1周。服用免疫抑制剂患者需适当延

长治疗疗程。两性霉素B膀胱冲洗(5～7 d)对氟康

唑耐药的念珠菌属有效，可有效清除念珠菌尿，但很

快复发。

b．前列腺炎和睾丸附睾炎：氟康唑400 mg口

服，每天1次，4周；有脓肿形成需进行外科引流。

c．真菌球：氟康唑400 mg口服，每天1次．2～

4周；氟胞嘧啶25 mg／kg，VI服，每天4次，2。4周：

两性霉素B 0．3～1．0 mg／kg，静脉滴注，每天1次，

1～7 d：结合外科引流。

d．多数光滑念珠菌和克柔念珠菌对氟康唑敏感

性低，推荐两性霉素B治疗；有肾功能不全患者需

根据肾小球滤过率和肌酐清除率调整抗真菌药物剂

万方数据



·248· 主堡鳖垦处型苤查!!!!至堡旦箜堑鲞箜堡塑堡!垫』堕翌!：垒P旦!!!!!!!!!：!!：堕!：!

量，氟康唑可经常规血透清除，需血透后给药或追加

剂量，两性霉素B不被血透清除[191。

(2)手术及外科干预：留置导尿管或肾脏输尿

管内支架管患者予以拔除或更换新的导尿管和内支

架管，需永久性尿流改道者选择耻骨上膀胱穿刺造

瘘；B超及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有泌尿系梗阻性疾

病需手术治疗解除梗阻者，有真菌球或局部脓肿形

成需手术引流；有先天性畸形或结构异常在感染控

制后进行手术矫形。

编写组成员(按单位汉语拼音排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抗感染科

(郑波)，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唐伟)，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泌尿外科(陈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吴文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泌尿外科(杨为

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泌尿外科(钟山)，上海市第

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郑军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泌

尿外科(陈山、乔庐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王毅)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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