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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性蛋白尿发生的机制及其诊断方法
!

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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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运动性蛋白尿产生的原因方面"运动生理学认为是由于运动负荷使肾小球滤过膜

的通透性改变而引起的"但对通透性改变的原因"解释并不明确#在运动医学领域内"蛋白尿

的测定是运动员全面体格检查项目中重要的一项"尿蛋白的测定对运动员可产生以下三个作

用!评定负荷量和运动强度的大小$观察运动员机体对负荷量的适应能力$反映运动员的训练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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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性蛋白尿的定义及概况

尿中所含蛋白质叫尿蛋白"含有蛋白 质 的 尿

叫蛋白尿$正常人的尿中只有极微量的蛋白质"
安静时 的 尿 蛋 白 为!-.%/左 右"!"0排 泄 量 在

),#-.%/以下"如果尿中检查出含有蛋白质则为

阳性!1#"即 可 称 为&运 动 性 蛋 白 尿’$文 献 到

)2,#年左右对 运 动 性 蛋 白 尿 的 研 究 表 现 出 以 下

几个特点())主要是在大强度运动后出现*!)年轻

人多见"发生率较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良性

现象$,#年代后期"在对田径)足球)游泳等项目

运动后的尿液检查中发现"大部分运动员出现蛋

白尿!表一#+),$
对此"研究人员有以下"种观点())由于运动

乳酸增多引起血浆蛋白在体积缩小"肾小管上皮

细胞肿胀"蛋白质被过滤到尿中去了*!)由于激烈

的长时间运动"如田径比赛)足球)游泳等运动"使
肾脏受到机械性损伤引起的*$)由于运动时肾血

管缩 小"引 起 血 液 停 滞"肾 小 球 毛 细 血 管 压 力 升

高"从而促使蛋白质的过滤*")运动性蛋白尿是由

于肾小球毛细血管扩张及被动充血"肾小管上皮

细胞变性"造成肾胀血循环障碍"引起缺血)缺氧"
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致使尿中出现蛋白质+!,$

表)"运动员运动性蛋白尿的检出率!根据国内综合资料整理"

!"#$%)!&%’()*%+,’-(.),%-/",&%$%,’+0.’(%!".."(1%2’("++-.2"(+%3’,&2-4%),’+’(/-.4",’-("

项目 人数 性别 比赛后出现 训练后出现

田径 )$, 男 2&!’!3*4# &"!*!3!4#
足球 ,)* 男 "’"!2)324# $2)!’*4#

)##米游泳 !," 男 !"$!2,3’4# !)’!&,3"4#
长距离跑 ))& 男 &’!’$3’4# *,!,,3)4#

长距离游泳 )#$ 男 2)!&&3$4# ’&!’,3’4#

!"影响运动性蛋白尿的因素

从运动医学和运动生理学来看影响运动性蛋

白尿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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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体差异

研究很早就发现!运动性蛋白尿的个 体 差 异

很大!在同样负荷内容!同样负荷强度后!有的人

不出现蛋白尿!有的人则出现蛋白尿!而且排泄量

的个体差异范围较大!不过!同一运动员在进行相

同的负荷量和运动强度后!其尿蛋白排泄量是相

对稳定的!这与其自身的机能状况关系较大"

!3!"运动项目

研究证明!长距离跑#游泳#足球#自行车等运

动后!运动员出现蛋白尿的检出率较高!排泄量也

较大!而体操#举重#射箭#乒乓球等项目运动后!
运动员出现蛋白尿的阳性率低!排泄量也少"

!3$"负荷量和运动强度

在同一运动项目中!随着负荷量的增 强 则 尿

蛋白出现的阳性率和排出量随之增加!在大负荷

量训练过程中!运动员开始承担大负荷量时!由于

机体负荷量的不适应!尿蛋白排泄量较多!而在坚

持一段时间后!完成相同的负荷量!则尿蛋白排泄

量减少$表二#表三%&$1"’"

表!"排球运动员不同运动量训练课后的尿蛋白

!"#$%!!&%0.’(%*.-,%’(-/5-$$%6#"$$*$"6%.).%+%’5’(12’//%.%(,2’//%.%(,"4-0(,)-/,."’(1

运动量
蛋 白 质

阳性率4 排出量平均数$-.(/%
一般运动量$$3,小时% 2! )"3’

大运动量$$0% )## $23$
极大运动量$)0% 2! ))*3&

表$"足球运动员大运动量课和比赛后的尿蛋白

!"#$%$!&%0.’(%*.-,%’(-//--,#"$$*$"6%.)"/,%.,."’(’(1"(24",+&%)

指标
运 动 性 质

大运动量 练习性比赛 联赛 国际比赛

尿

蛋

白

"
阳性率$4%

含量$毫克4%
"$

"3)

,’

*3"

2#

$#

)##

*3"

!3""机能状态

运动员机能状态的好坏!对负荷适应 状 态 与

尿蛋白排量有关"当运动员机能状态良好!适应

好时!完成定量负荷!则尿蛋白排量减少!尿蛋白

恢复期缩短)反之!当运动员机能状态不佳!适应

差时!则尿蛋白排量增加!尿蛋白恢复期延长"

!3,"年龄差异

尿蛋白出现的比例随受试者年龄的增加而降

低"研究 表 明!在 小 于!#岁 组!该 比 例 为))3
$4!大于$#岁 组 仅 为$3!4!在 对’!名 长 跑 运

动员的运动 性 蛋 白 尿 的 测 定 后 发 现*)’1$"岁 的

年轻队员长跑后’,4出现蛋白尿!尿蛋白的排量

为)#!"&#-.!平均为)!$3,I)"3!!-.!而",!
*!岁组则有)"4跑后出现蛋白质!尿蛋白排量为

)#1$)#-.!平均为’&3*I$*3!-.!结 果 说 明!在

完成同一负荷量的比赛时!年轻队员出现运动性

蛋白尿的人数比例和数量均大于中老年组"

!3*"环境影响

运动时外界的温度#湿度#海拔等因素对机体

有较大影响"如冬泳较正常水温游泳尿蛋白的阳

性率高!高海拔条件下运动性尿蛋白的出现率和

排量多于平原!这可能与寒冷和低氧压力对机体

和肾脏的刺激有关"

$"运动性蛋白尿的发生机制

$3)"外伤

由于运动时肾脏的负担过重!受到打击#挤压

或牵拉!造成肾组织和血管的微细外伤!这时一般

可出现血尿伴随蛋白尿!冲撞性运动易造成肾外

伤!如在拳击或跆拳道的运动项目中"

$3!"酸性代谢产物的刺激

运动性乳酸等酸性代谢产物增多!运 动 员 大

运动量后!乳酸增多!肾小球活动数目减少!出现

代谢性酸血症增加尿蛋白量"

$3$"肾血管收缩造成的缺血

运动时肾上腺素分泌增加!造成肾血 流 量 减

少!肾小球微血管的传入血管收缩!造成肾缺血#
缺氧!以致血管壁的营养发生障碍!血浆蛋白通过

肾小球膜进入!得以较多地排出"

$3""肾组织结构和肾小球毛细血管壁负电荷的

变化

正常情况下肾小球毛细血管壁的通透性有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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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血管壁的分子体积选择性屏障功能和电荷选择

性屏障功能!肾小球毛细血管壁由上皮细胞"基底

膜和内皮细胞三层结构组成#内皮细胞外衣较稀

薄"基底膜涎酸含量甚微!负电荷主要由硫酸化氢

基多糖构成!肾组织结构的形态学变化和负电荷

变化可能是蛋白排量增多的一个原因#

$3,"肾脏的一过性急性损害

剧烈运动时肾小球滤过率明显降低!并 伴 随

肾浓缩功能的急性受损!肾血流量明显减少!这时

已引起到 类 似 外 伤 性 体 克 时 肾 血 流 量 减 少 的 程

度!这对肾功能无疑会引起损害性变化#

""运动性蛋白尿的鉴别和诊断

"3)"病理性蛋白尿

运动性蛋白尿是生理性或病理性!都 属 于 良

性或机能性蛋白尿的范畴!虽然从运动性蛋白尿

的发生机制中存在着缺血!肾毛细血管壁屏障作

用或肾组织结构的变化!肾单位出现急性损害等

可能原因!但这种情况都是缺暂的!不存在持久的

病理变化基础#

"3!"直立性蛋白尿

单纯直立性蛋白尿与运动性蛋白尿 一 样!大

多属于良性"无症状性蛋白尿#直立性蛋白尿是

在一定姿势下持续较长时间后出现的蛋白尿!而

这些人在运动后不一定出现这一症状#
健康者在安静时尿无异常!运动后尿 内 出 现

蛋白尿!且不伴随其他特异性症状和体征!并在数

小时后这种蛋白质基本消失者可能是运动性蛋白

尿#尿蛋白排量的多少受内"外环境多种因素的

影响#运动员在正常训练过程中出现运动性蛋白

尿大多数情况下是机体对负荷量的一种暂时性反

应!出现运动性蛋白尿后经过休息"调整负荷量或

身体逐渐适应后尿蛋白的排量可明显减少!甚至

消失#在运动训练"比赛中把尿蛋白的测定作为

运动量"运动强度和医务监督的指标!有助于教练

员适量调整运动强度和运动负荷!制定更加科学

的训练计划和合理安排运动强度和负荷!让运动

员创造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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