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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谢异常疾病与肾结石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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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遵义医科大学，遵义 563006; 2 贵州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贵阳 550002)

摘要 肾结石为泌尿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泌尿系结石发病率逐年上升，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并加剧社会经济负担，而

肾结石的发生发展与代谢因素密切相关，该文主要就近些年电解质代谢异常、血脂代谢异常及其他代谢类疾病与肾结石关系

的研究进行系统回顾，通过对各类代谢异常与肾结石关系进行综述，从代谢的角度为探究肾结石的发生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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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是指发生

于肾盏、肾盂及肾盂与输尿管连接部的结石。Ye et
al［1］2020 年针对我国泌尿系结石的研究表明，肾结

石不但患病率高，大约每 17 名中国成年人中就有一

人患有肾结石，且泌尿系结石也是一种复发性疾病，

在 5 ～ 10 年内复发率为 50%，20 年内复发为 75%。
研究表明，肾结石的危险因素包括肾脏和输尿管解

剖异常、家族史、既往结石、年龄和各种药物。而结

石的形成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尿液中的

成石物质过多( 尿钙、尿草酸、尿酸增加等) ，以及尿

液中抑石物质的减少( 枸橼酸、尿镁等) ，增加结石

风险的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高血压、代谢综合征

( 图 1) 。该文主要对各类代谢异常与肾结石关系进

行综述。

1 肾结石与电解质代谢异常的关系

1． 1 高钙尿症 由于高钙尿症是引发钙结石的主

要因素之一，过去对高钙尿症的发生机制的研究已

经很明确，主要分为 3 类: ① 经肠道吸收类高钙血

症;② 肾性高钙尿症; ③ 重吸收类高钙尿症。既往

有关高钙尿症的遗传分子学也一直为前沿研究的热

点，比如 OCＲL、CLCN5、CLDN16、CLDN19、ATP6V0A4、

图 1 各代谢异常疾病与肾结石的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bolic

disorder diseases and kidney stones

ATP6V1B1、SLC4A1、FOXI1、WDＲ72、ATP6V1C2、
SLC4A1 等单等位基因或多等位基因的突变通过改

变对应编码的蛋白表达等不同机制导致高钙尿症，

增加患者肾结石以及肾钙质沉着症的风险［2］。近

几年，Plain et al［3］通过建立敲除封闭蛋白 12 ( Clau-
din-12) 基因小鼠模型，利用微灌注研究证实了 clau-
din-12mＲNA 在肾脏和近端肾小管细胞中表达并通

过改变细胞旁途径钙通透性影响尿钙排泄，但这些

小鼠并没有出现高钙尿症或促钙激素水平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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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在 Curry et al［4］的研究中敲除封闭蛋白 2
( Claudin-2) 基因的小鼠则因肾小管钙重吸收缺陷

而出现了高钙尿症。在此基础上，Beggs et al［5］通过

建立 Cldn2 /12 双 敲 除 小 鼠，证 明 了 Claudin-2 和

Claudin-12 为结肠以及近端小管贡献了独立的钙渗

透孔，二者在维持钙稳态方面有重要互补作用。而

Claudin-2 的错义突变会导致高钙尿症和肾结石疾

病［4］，Claudin-2 调节通路可以作为肾结石预防和治

疗的潜在靶点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Ｒodrigues et
al［6］的研究首次揭示了结石形成者中，血清硬化蛋

白是与结石患者尿钙相关的独立强决定因素。尽管

目前对于高钙尿症引起肾结石的发病机制以及相关

通路有了初步了解，但仍存在许多精细调控机制尚

待研究。
1． 2 高钠血症和低枸橼酸盐血症 大量的钠摄入

与尿钙排泄直接相关，钠摄入过多会引起尿钙排泄

增加从而增加结石风险，有研究［7］表明每增加摄入

6. 0 g 氯化钠，会导致健康者尿钙排泄增加 40. 00
mg，高钙尿症患者尿钙排泄会增加 80. 00 mg。Anan
et al［8］在一项针对日本糖尿病患者的横断面研究中

发现，与其他抗糖尿病药物相比，使用钠 － 葡萄糖协

同转 运 蛋 白 2 抑 制 剂 ( sodium-dependent glucose
transporters 2，SGLT-2) 与尿石症的几率降低有关，

其相关机制可能是 SGLT2 通过抑制近端肾小管中

葡萄糖摄取而降低近端小管中 OPN( 一种与巨噬细

胞反应相关的促炎细胞因子) 基因表达和炎症。在

此基础上，Harmacek et al［9］发现恩格列净可以通过

降低 pH 值和增加枸橼酸盐来改变尿过饱和度从而

推动 SGLT2is 对肾结石的保护作用。而枸橼酸是尿

液中最重要的结晶抑制剂之一，既往对其抑石机制

研究也比较明确，其可与尿液中的钙形成溶解度高

的枸橼酸 － 钙螯合物，直接抑制尿液中晶体的生长

和聚集，并可以降低骨桥蛋白的表达从而减少尿石

基质的形成［2］。Thongprayoon et al［10］通过分析肾结

石患者的核磁共振代谢组学分析发现了其尿液中的

代谢产物马尿酸和枸橼酸盐水平降低之间的关系，

证明肠道微生物可能是尿液代谢组学改变的重要来

源，这些变化是结石形成者的特征。
1． 3 低镁尿症 低镁尿症( 尿液中镁的排泄量 ＜
50 mg /d) 也被认为是尿路结石形成的危险因素之

一，其与结石形成的相关机制可能有: ① 镁离子

( Mg2 + ) 作为草酸钙和磷酸钙结晶的抑制因子，镁

对肾结石的保护作用的机制与其可竞争性抑制钙与

草酸盐结合的作用有关，与草酸钙相比，镁 － 草酸盐

复合物是可溶的，并且镁似乎比钙具有更高的草酸

盐亲和力，当草酸镁结合在尿液中时，其可溶性是草

酸钙的 100 倍，因此降低了草酸钙的尿饱和度。②
镁能减少肠道内草酸的吸收，增加草酸钙和碳酸钙

的可溶性，进而减少尿中草酸的排泄。③ Mg2 + 浓度

的增加会阻止草酸钙一水晶体黏附在培养的肾细胞

上，从而阻止肾结石形成的最后一步。④ 镁能抑制

肾小管再吸收而增加尿内枸橼酸钾的排泄进而抑制

结石生成［11］。Wang et al［12］的研究发现尿镁每减少

1 个单位，结石形成的风险增加 1. 1 倍。近年来，尿

镁在尿石症中的作用一直备受争议。一些研究指

出，高钙尿性结石形成者的镁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受

试者。同时，也有文献［13］表明，尽管镁是一个关键

的结晶抑制剂，但在尿液超饱和状态下，尿镁可能反

而促进结石形成。尿镁在草酸钙结石形成中的作用

尚未明确，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尿镁在尿路

结石形成中的具体机制，并为尿路结石的预防和治

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 4 高草酸盐尿症 尿液中草酸盐的来源主要是

膳食草酸盐摄入( 经肠道吸收) 和内源性草酸盐合

成( 经肝脏代谢以及红细胞生成) ，由于草酸盐几乎

没有营养功能，其排出主要依赖肾小球滤过和分泌

物输送到肾单位后经尿液排泄。许多因素可以改变

草酸盐的正常运输方式，导致血液和尿液中的草酸

盐浓度升高，从而增加草酸钙结石形成的发生率。
而溶 质 载 体 家 族 中 的 SLC26 ( solute carrier family
26，SLC26) 和 SLC4 阴离子交换转运蛋白在维持草

酸盐稳态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近几年研究的

热点之一。其中 SLC4A1 可能通过交换 Cl － /HCO －
3

和 pH 水平来影响细胞草酸盐水平和尿草酸盐清除

率［14］，而有关研究发现 SLC26A6 基因敲除小鼠肠

道中草酸盐的分泌减少了 50% ～ 75%，以及胃肠道

中草酸盐的净吸收量增加从而引起高草酸尿症以及

尿石症，证实 SLC26A6 作为一种编码蛋白质的基

因，主要参与阴离子的跨膜转运，是一种主要的草酸

分泌转运体［14］。Liu et al［15］的研究发现短链脂肪

酸可以通过上调 SLC26A6 来降低尿草酸盐水平。
Cornière et al［16］的研究表明肠道高草酸尿症和肾结

石与显性阴性 SLC26A6 突变相关。此外有关肾结

石蛋白质组学研究发现，高草酸盐可通过 α 烯醇化

酶［一 水 合 草 酸 钙 ( calcium oxalate monohydrate，

COM) 结合蛋白之一］的表面表达增加，以此增强肾

上皮细胞结合 COM 晶体的能力从而影响结石生成

过程［17］。这说明尿液中草酸盐的水平与肾结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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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进程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2 肾结石与血脂代谢异常的关系

泌尿系结石的病因较为复杂，结石的形成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血脂代谢异常已被国内外众

多研究证实与结石的形成密不可分。Hung et al［18］

一项关于 27 002 人的随访研究发现，高甘油三酯血

症( 67 ～ 93 mg /dl) 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高 1. 463
倍，而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igh density lipo-
protein cholesterol，HDL-C) ( ＞ 63 mg /dl) 可以防止

肾结石形成。以往的回顾性研究一致显示，血脂异

常与泌尿系结石的发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其中高甘

油三酯血症可能是泌尿系结石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素。Taguchi et al［19］通过 ＲNA 测序比较携带 Ｒan-
dall 斑块的肾乳头，发现脂质代谢受损是这些结石

形成的 关 键 因 素，而 其 中 脂 肪 酸 结 合 蛋 白 (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 4，FABP4) 的下调在结石的发生

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在分子层面，Tanikawa et al［20］

发现 2p23. 3、6p12. 3 和 16q12. 2 三个基因位点与

较高的 BMI 或甘油三酯关联，其中 6q12. 2 的肥胖

相关基因( FTO) 变异通过抑制 IＲX3 和 IＲX5 的表

达，促进脂质储存; 6p12. 3 上的风险等位基因与促

进脂肪细胞的增大的转录因子 TFAP 家族 2B( tran-
scription factor AP-2B) 更高表达有关; 而 2p23. 3 通

过氨基酸取代抑制葡糖激酶调控因子( glucokinase
regulator gene，GCKＲ) 功能从而促进胰岛素分泌和

甘油三酯合成。既往研究中血脂异常与肾结石的相

关机制可能有以下几点:① 脂质代谢产物通过氧化

应激损伤肾小管细胞触发晶体沉积［21］; ② 高甘油

三酯会促进肾小管重吸收枸橼酸盐，降低枸橼酸盐

的浓度，进而加剧钙结晶的形成和沉淀，形成尿路结

石;③ 高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ow-density lipo-
protein cholesterol，LDL-C) 也会增加尿液中草酸钙

的形成，草酸钙晶体黏附于输尿管上皮细胞细胞膜

上，进而发展成为草酸钙结石［22］; ④ 低密度脂蛋白

与胰岛素抵抗呈正相关，而胰岛素抵抗降低了氨的

生成和转运，导致尿液酸化的改变，降低尿的 pH
值，可能有利于盐结晶产生、肾结石形成［23］。此外，

有研究表明他汀类降脂药物的使用与肾结石形成之

间存在保护性关联，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他汀类药物

的抗炎和抗氧化特性有关，而 Liu et al［24］的研究中

发现，他汀类药物治疗可能通过诱导肾结石患者尿

液中 pH 值和枸橼酸盐浓度的改变来降低尿酸结石

形成的风险。科学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定期锻炼

均有助于改善人体血脂水平以及提高胰岛素敏感

性，减少结石的发生。降脂类药物对肾结石的保护

作用从侧面提供了血脂代谢与肾结石关系的证据。
这些研究均说明肾结石的形成与血脂水平和代谢存

在一定相关性，但具体机制还待进一步研究。

3 肾结石与代谢类疾病的关系

3． 1 糖尿病 糖尿病是肾结石的重要危险因素，与

无肾 结 石 的 患 者 相 比，糖 尿 病 患 者 的 风 险 高 出

16%。Chao et al［25］的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的尿石

症风险明显增高且结石形成的可能性随着病情的严

重程度而逐步增加。糖尿病增加结石发生可能性的

同时 也 会 影 响 尿 石 症 的 复 发，Prasanchaimontri et
al［26］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糖尿病的严重程度是

结石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其中伴有神经病变和视

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结石复发的风险分别增加约

80% 和 70%。在分子生物学层面，Shen et al［27］通过

基因交叉研究确定了 11 个与肾结石和糖尿病相关

的潜在靶基因，其中白细胞介素-11 ( interleukin-11，

IL-11) 被确定为肾结石和糖尿病的共同生物标志

物，而 IL-11 及其受体可能通过参与肾脏损伤、肾纤

维化和促进进一步的晶体沉积，最终形成肾状钙化

斑块。胰岛素抵抗作为糖尿病致病机制也被认为是

肾结石形成的原因，一般来说，胰岛素会刺激氨的产

生，并增加近端肾小管的 Na /H 交换活性，降低尿液

pH 改变尿盐饱和度和提高尿酸排泄，增加结石形成

风险［28］。此外膳食碳水化合物过高后血浆胰岛素

水平升高也会引起高钙尿症从而促进结石发生。这

提示糖尿病与肾结石二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糖尿

病可通过介导肾脏损伤与胰岛素抵抗，从而干预结

石的形成与发展。
3． 2 高尿酸血症 高尿酸血症的定义为非同日 2
次血尿酸水平超过 420 μmol /L，高尿酸血症的发生

主要是嘌呤合成增加或尿酸排泄不良导致的。有关

研究显示老年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肾结石发生率

为 21. 01%，且血尿酸升高的病程越长，患者尿酸盐

结晶沉积更多，除了沉积于关节和肌腱等常见部位，

还会在肾脏和输尿管等部位逐渐形成结石［29］。除

了尿酸直接沉淀析出形成尿酸结石以外，尿酸还可

通过涉及可溶性、胶体和结晶性尿酸盐等多种机制

促进草酸钙沉淀而形成高尿酸排泄性钙尿石症，其

相关机制可能是在溶液相中尿酸钠是一种有效的盐

析剂，在胶体相中尿酸钠是能吸附和去除草酸钙结

晶的抑制剂，尿酸钠晶体可以通过异相成核或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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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草酸钙结晶，3 种因素均促进了草酸钙结晶生

成，促进结石的发生［30］。此外高尿酸血症可通过异

质成核、肾脏损伤、炎症反应以及合并代谢综合征等

导致尿酸结石和其他类型结石的形成。高尿酸水平

通常与高嘌呤饮食相关联，建议减少食用牛肉、猪

肉、贝类、鱼类和鸡肉，这有助于降低体内嘌呤代谢

水平，从而抑制结石的形成。。
3． 3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 primary aldosteronism，PA) 是由于肾上腺皮质病变

分泌过多醛固酮，导致潴钠排钾、容量负荷增加，以

高血压、低血钾、低肾素、高醛固酮为典型表现的临

床症候群，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性高血压。Chang et
al［31］的研究指出不但 PA 患者的肾结石发生率更高

而且 PA 相关肾结石也比原发性高血压组体积更

大、密度更高。PA 在结石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

用，其有关作用机制总结如下: ① 由于醛固酮的保

钠保水作用，机体容量扩张会减少近端肾小管中钠

和钙的吸收，增加尿钙排泄并导致高钙尿症，增加结

石风险;② 醛固酮的增加会导致血清钾的降低从而

影响磷酸盐的重吸收，磷酸盐的减少会刺激骨化三

醇合成，然后增强肠道钙吸收和增加骨溶解，导致高

钙尿症;③ 醛固酮增多症导致低钾的同时还会引起

细胞内酸中毒，并增加近端小管中枸橼酸盐的摄取

和代谢，导致低枸橼酸尿症，枸橼酸钠是尿液中最重

要的结晶抑制剂之一; ④ 高醛固酮血症引起 HCO3

在肾小管重吸收增加，导致酸性尿排出，也可增加尿

酸盐结晶，促进尿酸盐结石的形成［32］。近来还有研

究表明与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idiopathic hyperaldo-
steronism，IHA) 患者相比，醛固酮生成腺瘤( aldoste-
rone-producing adenoma，APA) 患者的肾结石发病率

更高，这可能与醛固酮生成腺瘤相关的血清甲状旁

腺激素( intact parathyroid hormone，iPTH) 较高的结

果［33］。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促结石发展机制示意

图如图 2 所示。此前也有研究证明醛固酮与原发性

甲状旁 腺 功 能 亢 进 症 患 者 的 术 前 甲 状 旁 腺 激 素

( parathyroid hormone，PTH ) 水 平 呈 正 相 关，此 外，

PTH 可增强醛固酮对血管紧张素Ⅱ的反应，并增强

PTH 受体在醛固酮产生细胞中表达［34］。这些发现

进一步揭示了肾结石与代谢类疾病之间复杂的相互

作用机制。醛固酮作为调节体内盐和水平衡的重要

激素，其异常水平不仅影响电解质代谢，还可能通过

影响 PTH 等激素的作用，间接促进肾结石的形成。
同时，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患者中的 PTH 水

平升高，也可能通过增强醛固酮的效应，加剧肾结石

的风险。因此，在治疗肾结石时，除了关注直接的结

石成因外，还应综合考虑患者自身的代谢状态，特别

是电解质和激素水平的异常，以制定更为全面和有

效的治疗方案。
3． 4 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 Osteoporosis) 是一

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损坏，导致骨脆性增

加，从而易发生骨折的骨代谢性疾病。江兰 等［35］

的研究显示老年患者骨质疏松是泌尿系结石形成的

图 2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促结石发展机制

Fig． 2 The mechanism of primary aldosteronism promoting ston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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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推测其相关机制可能为骨质疏松患者丢

失的骨质促进了高钙尿症的发生从而促使尿路结石

形成。此外雌激素缺乏通过骨丢失、减少瞬时感受

器电位阳离子通道 V5 表达，造成高钙尿、低骨量，

导致尿石症及骨质疏松［36］。骨质疏松和肾结石的

发生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二者之间也会相互促进，

Kim et al［37］的研究显示骨质疏松症患者的肾结石

风险比未患骨质疏松症的人群高 1. 36 倍( 95% CI
1. 28 ～ 1. 45) ，肾结石患者骨质疏松症的风险比未患

肾结 石 人 群 高 1. 26 倍 ( 95% CI 1. 21 ～ 1. 32 ) 。
Ganesan et al［38］的研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肾结石

病患者在肾结石诊断时有骨质疏松症或骨折病史，

这些研究均印证了肾结石与骨质疏松二者具有双向

关联关系。而在遗传学角度，与骨质疏松症和肾结

石的 发 生 相 关 的 基 因 有 ALPL、SPP1、CLDN14、
CASＲ、VDＲ、SLC34A1 等，例如钙敏感受体( calcium-
sensing receptor，CaSＲ) 在所有肾小管段中均有表

达，并可根据肾小管腔中钙浓度从而调节肾小管细

胞功能，在肾近端肾小管中，CaSＲ 可抑制 PTH 诱导

的磷酸盐排泄，而在髓质升支粗段中 CaSＲ 可抑制

钙重吸收以及集合管中的水重吸收，这些 CaSＲ 介

导的作用会减小更大液体体积中的肾小管钙负荷，

并降低盐沉淀、晶体聚集和生长的风险，最终导致结

石形成和骨密度降低［39］。由于肾结石和骨质疏松

症之间的统计学关联，致病环境和遗传背景方面有

许多相似之处，国外有学者［39］认为可以将特发性肾

结石和骨质疏松症视为独特临床综合征的两种可能

表现。众多研究均说明骨质疏松症与肾结石之间存

在内在联系，两者之间可以通过钙离子代谢作为桥

梁而相互调节、相互影响，但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仅

停留于统计学关系，其具体的相互作用机制仍需进

一步探索。

4 小结

综上所述，各代谢异常疾病与泌尿系统结石的

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

可。近些年，代谢组学、分子生物组学、遗传学的蓬

勃发展给肾结石的研究方向带来了新契机，肾结石

与各代谢类疾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

系，而是具有相互作用的复杂生理过程，阐明肾结石

与各代谢异常状态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为肾结石患者

代谢治疗提供新思路，为制定诊疗方案提供依据，具

有广阔的前景。把结石看作是全身性疾病的一部

分，通过合理的饮食结构和均衡的营养摄入，并在日

常中进行适度的体力活动以及养成合理的运动习惯

能更好地预防结石复发。此外，临床上除了针对结

石本身的治疗外，还需要关注其是否存在其他代谢

类疾病，通过对患者各项代谢指标的监测以及对引

起异常指标的原因的控制，可在疾病早期干预泌尿

系结石发生和发展，降低肾结石的复发率和并发症

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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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tabolic disorder diseases and kidney stones
He Zhengqi1，Chen Xiaolong2，Wang Qing2，Jiang Kehua2，Sun Fa1，2

( 1Zunyi Medical University，Zunyi 563006;
2Dept of Urology，Guizhou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Guiyang 550002)

Abstract Kidney stones are common and frequently occurring diseases in urology． In recent years，the incidence
of urinary stones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affecting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nd aggravating the social and eco-
nomic burde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kidney ston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metabolic factors． This re-
view mainly conducts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olyte metabolism ab-
normalities，dyslipidemias and other metabolic disorder diseases and kidney stones in recent years．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metabolic disorder diseases and kidney stones，this review provides reference for explo-
r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kidney sto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bolism．
Key words kidney stone; electrolyte metabolism abnormalities; dyslipidemias; primary aldosteronism; osteoporo-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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