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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犬尿石症的病因与防治措施。[ 方法] 通过两年临床研究 , 对16 例犬的尿石症诊断方法、治疗技术和发病原因进行探
讨。[ 结果] 尿石症是尿路中盐类结晶的凝结物 ,刺激尿路粘膜而引起的出血性炎症或尿路阻塞性疾病 ; 诊治犬尿石症16 例 , 其中10 例
为膀胱结石 ,6 例为膀胱与尿道混合结石 ,患犬年龄均在3～10 岁之间 , 依据尿结石大小与部位不同 , 采取中西药结合和通过手术治疗。
[ 结论] 该文为犬尿石症的防治措施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犬 ; 尿结石 ; 诊疗 ;病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  S858 .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 2007) 34 - 11114 - 01

Etiological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the Canine Urolithiasis
LI Ai-jiang et al  (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Luoyang , Henan 471003)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tiological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cani ne urolithiasis . Through two years of clinic research, the
authors have explored the diagnostic method , treat ment techniques and etiological reason of canine urolithiasis . Urolithiasis is a disease caused by salt
crystallization inthe urinary tract , whichsti mulates Hemorrhagic inflammation of the urinary tract mucosa and urinarytract obstruction . Inthe 16 cases of
canine urolithiasis , 10 were bladder calculi and six were mixed calculi of bladder and urinary tract . The diseased dogs were at the age of 3～10 years .
This study has provi ded basis for the control measures to prevent canine urolithia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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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市中宠物数量逐

渐增多。由于受到城市饲养方式的限制, 如饲料单一、运动

量少等多种因素, 宠物犬的尿石症发病数量日益增多。尿石

症是指尿路盐类结晶的凝结物刺激尿道粘膜而引起出血性

炎症或尿路阻塞性疾病, 临床上出现尿频、尿血、排尿带痛或

继发尿毒症等现象。由于目前人们对该病不重视而导致临

床上易延误诊断时机或受技术条件限制治疗不及时, 导致较

高的死亡率。为此, 经过两年的临床研究, 笔者对16 例犬尿

石症诊断方法、治疗技术和发病原因进行了探讨。

1  尿石症的发生原因

1 .1 饲料单一 多数病犬以鸡肝、猪肝和肉为主食, 很少食

用蔬菜及碳水化合物, 导致饲料中钙磷比例失衡, 体内矿物

质代谢紊乱, 有利于盐类晶体的沉积; 又因鸡肝、猪肝等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 其中的含氟化物降解为铵离子 , 导致尿中磷

酸根离子、镁离子、铵离子增加到一定浓度时就形成磷酸铵

镁而析出沉淀。

1 .2 维生素A 缺乏或雌激素使用过多 这可引起上皮细胞

脱落, 从而成为尿结石形成的核心异物。这些都是形成尿结

石的诱因。如果尿液中的盐类、胶体之间的相对平衡被破

坏, 那么尿中的盐类晶体就会不断地析出并附着在核心物上

而形成结石。同时, 泌尿道感染的炎性产物也可形成结石核

心物[ 1] 。

1 .3 缺乏运动  宠物饲养以室内为主, 经常不到户外活动

或每日一次短时间户外排尿, 导致尿液在膀胱内停留时间较

长。由于尿液的pH 值及理化性质的改变, 游离物质的沉积

易形成盐类沉淀的核心物。

1 .4 碱性尿与中性尿  碱性尿与尿中结晶形成有关, 可作

为与该病相关的因素。在低于pH 值6 .8 的尿中鸟粪石结晶

很少形成 , 当尿液pH 升高时鸟粪石的溶解性下降, 结晶形成

的可能性增加。碱尿可以引起尿路细菌感染、尿潴留、厌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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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尿结石。但碱性尿是由多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结果 ,

并不能作为该病的主要发病原因。在中性或酸性尿中 , 草酸

盐、胱氨酸易沉积 , 因此以纯肉为主的犬发病率高。

1 .5 饲喂全干犬粮 犬摄入全干的日粮, 饮水少, 导致尿液

浓度升高。当尿液浓度升高时, 尿中细胞碎片易聚集而形成

结晶。当饮水不足、尿液浓缩、尿液中盐浓度升高时, 也易于

形成结晶。

2  结石形成过程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增加了犬罹患尿石症的可能性。摄

入不同的饲料, 使得犬体内营养物质的平衡状态受到影响。

特别是长期喂单一饲料, 使得犬体内多种营养物质平衡失

调, 继而影响尿液的化学组成, 从而破坏正常尿液中溶解状

态的盐类晶体及一定量的胶体物质平衡, 即晶体达到过饱和

浓度, 或胶体物质由于不断丧失其分子间的稳定性结构, 且

由于尿路细菌感染, 直接损伤尿路上皮细胞, 使其脱落的核

心物质不断产生, 加上尿液pH 值、离子浓度变化 , 使尿中的

盐类结晶体不断析出凝结为结石。另外 , 以 VA 缺乏或雌激

素过剩使上皮细胞脱落, 进而促进尿结石的形成。尿结石的

形成、增大与某种粗蛋白的存在有一定关系。粗蛋白使尿结

石呈同心圆状逐层堆积起来, 并不断增大, 形成大如鹅卵石、

小如沙粒的结石。

3  治疗的关键技术

对于尿石症 , 应早诊断早治疗。只有正确诊断, 并且进

行尿道或膀胱触诊鉴别, 才能进行对症治疗。非完全阻塞性

尿结石与肾盂炎可借助X 线影像学检查和B 超机检查, 结合

病史调查进行综合判断, 为治疗尿结石提供治疗依据。

对动物进行手术治疗时 , 首先应确定结石所在部位。皮

肤和肌肉应分层切开, 避开可能存在的血管, 防止在手术过

程中产生不必要的损伤。其次, 合理应用麻醉药。注意麻醉

过程中患犬的各种反应, 在合适的麻醉期进行手术。手术后

要防止手术引起的继发感染。

膀胱缝合时, 应确保尿道畅通, 采用双层缝合膀胱壁, 对

腹腔壁进行分层缝合。皮肤结节缝合术, 防止由于外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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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活性的分布特点 , 探讨酶活性与土壤主要肥力因素之间的

相关性, 对判断胶园土壤肥力演变趋势, 定向培育高肥力土

壤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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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腹腔裂开。

尿道结石手术过程中, 在结石部位切开尿道取出结石,

应用生理盐水冲洗尿道内的碎结石 , 以防再次发生。用导

尿管从阴茎口插入膀胱内, 证明尿道是否通畅 , 冲洗膀胱并

留导尿管。

膀胱破裂常见于公犬, 多由严重腹部外伤、导尿、穿刺

等因素引起。若膀胱破裂已有一定时间, 尿液进入腹腔, 应

先将腹腔内尿液引流后注入抗生素以防止继发感染。同

时, 纠正代谢失调等肾衰症状。患犬全身状况不佳 , 应慎重

选择手术治疗 ; 如患犬的全身状况良好, 并没有较严重的腹

膜炎 , 应施行膀胱破裂修补术。

尿路阻塞可引起尿毒症。如果是完全阻塞, 在72 h 内可

出现昏迷以致死亡。阻塞发生后, 应立即对症治疗, 补液以增

加电解质, 稳定病犬病情, 否则存活的机会很低。另外, 极度扩

张的膀胱一旦破裂, 可迅速发生腹膜炎, 废物的吸收能引起精

神沉郁, 腹部扩张, 甚至死亡[ 2] 。

长期尿闭时可引起尿毒症, 膀胱极度膨胀, 弹性严重丧失。

此时应采取积极治疗, 全身应用抗生素, 补充体液, 纠正酸中

毒,应用利尿剂。如果治疗不及时, 患犬机体会迅速出现自体

中毒, 并导致死亡。

腹膜炎包括严重的弥散性腹膜炎和局限性腹膜炎。弥

散性腹膜炎常是造成母犬死亡的直接原因 , 因此, 手术中必

须注意防止尿液及冲洗的结石碎屑尿流入腹腔。腹腔内应

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 , 控制感染, 防止败血症, 减少渗出。

4  防治措施

因尿石症易复发, 故应根据尿石症的组分做好相应预防

工作。但由于目前尚不清楚病因的特效预防措施 , 所以只能

针对一些相对重要的因素, 采取以下缓解和预防措施。全价

日粮饲养犬 , 避免饲喂时营养单一; 多饮水, 多运动, 每天进

行户外活动; 有条件者可定期补充磁化水 , 定期补充VC , 会有

很好的预防作用; 在食物中适量添加食盐以增加犬的饮水量

和排尿量, 延缓镁、磷盐类在尿石外周的沉积 ; 对泌尿器官疾

病( 膀胱炎、膀胱痉挛等) 应及时给予治疗 , 避免尿液潴留, 导

致结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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