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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调查酵母样真菌的分类及分布!了解武汉市第十一医院患者酵母样真菌的带菌状况和感

染特点!为临床一线对预防和控制感染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对从武汉市第十一医院
"%>

份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R

株酵母样真菌进行培养及鉴定分类%严格按照卫生部-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并采用
/,b'EG@:@E

鉴定系统进行鉴定与分类%结果
!

酵母样真菌
%#R

株中白色念珠菌占首位!共检出
-"

株!阳性检出率为
??L$?U

!

占第
%

$

!

位的依次为热带念珠菌和星形念珠菌!而其后其他酵母样真菌按检出率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光滑念珠菌$

近平滑念珠菌$克柔念珠菌以及假热带念珠菌等%结论
!

由于抗生素$激素$免疫抑制剂的使用!造成患者免疫系统

严重受损%临床对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或免疫功能低下等危重病患者要特别注意预防和监测真菌感染!以利于及

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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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量新的广谱抗生素,皮质类固醇激素,免疫

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于临床和院内感染#酵母样真菌对临床危重

病患者感染概率明显上升+为及时了解这些变化#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本文对武汉市第十一医检验科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分离出的
%#R

株酵母样真菌的类别和科室分布进行回

顾性分析#以了解和掌握在该院患者中酵母样真菌二重感染的

特点和带菌状况#为临床诊疗,预防和控制感染提供第一手

资料+

$

!

资料与方法

$L$

!

标本来源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武汉市第

十一医院就诊的门诊,住院患者的痰,上呼吸道分泌物#支气管

冲洗液#中段尿,粪便,血液,伤口分泌物等送检标本#其中痰液

标本最多#共
"%>

份样本+患者以慢性感染疾病为主+

$L/

!

培养基
!

&&'

沙保罗斜面培养基,玉米粉培养基均为杭

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产品+

$L'

!

分类鉴定方法
!

菌株的鉴定严格按照卫生部-检验操作

规程.进行鉴定+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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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系统进行鉴定与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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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L$

!

在临床送检标本中#下呼吸道标本$痰液和支气管冲洗

液%的念珠菌检出率最高#两者占总检出率的
8!LR>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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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分泌物居第
%

位#占
%$L#R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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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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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他标本
%

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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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念珠菌分布构成

细菌名称 分离株数 阳性率$

U

%

白色念珠菌
-" ??L$?

热带念珠菌
?? %$L#R

星形念珠菌
!! #>L#?

光滑念珠菌
#> "LRR

近平滑念珠菌
#% >L>$

克柔念珠菌
#$ ?L>-

假热带念珠菌
R !L"8

总数
%#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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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样品中共分离出酵母样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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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阳性分离率

为
!?LR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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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白色念珠菌占首位#共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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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阳性检出率为
??L$?U

#占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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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的依次为热带念珠菌#星

形念珠菌#而其后其他酵母样真菌按检出率由高到低排列依次

为光滑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克柔念珠菌以及假热带念珠菌

等#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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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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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临床常见酵母样真菌在不同病房患者的分布情况

酵母菌分类
呼吸内

科病房

心血管内

科病房

肿瘤

病房

普通

外科病房

胸外科

病房

儿科

病房

妇科

病房

其他

病房
门诊

白色念珠菌
?8 #$ %" # # ? # # >

热带念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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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常见酵母样真菌在各病房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中的

分布情况见表
%

+根据本院内科特点#将呼吸内科与心血管内

科分别单独列表#两科室比较分析表明!二者酵母样真菌的分

布呼吸内科分离率明显高于心血管内科#分别为
?!L#U

和

#!L!U

+而肿瘤科患者的分离率居第
%

位#分离率为
%>L%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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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酵母样真菌在门诊患者中仅占
-L#U

#明显少于住院患

者+而住院患者中呼吸内科病房,心血管内科和肿瘤科患者所

占比率最高#共占
R#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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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近年来#临床真菌二重感染病例呈上升趋势#已经引起临

床对真菌感染的高度重视+本研究
"%>

份样品中共分离出酵

母样真菌
%#R

株#阳性分离率为
!?LRRU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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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白色

念珠菌占首位#与国内文献报道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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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样真菌为条件致

病菌)

%

*

#当人机体处于正常情况下#酵母样真菌属于体表,体内

和自然界的常在菌#而当人机体免疫力低下时易发生内源性感

染)

!

*

+通过调查数据表明#酵母样真菌感染主要见于呼吸道感

染患者#其次见于泌尿生殖道和消化道#这与国内文献报道相

似)

?

*

+住院患者酵母样真菌分离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并呈逐

年增加的趋势+从临床分析来看#这与广谱抗生素的长期,广

泛使用有密切的关系+临床上常见菌株在体内占相当大的比

例#真菌作为病原微生物确认有一定难度+取材要求严格#除

要求临床科室严格按照规范取材外#当某些菌株经镜检和培养

证实多次检出于同一患者标本#并结合其临床阳性体征#提示

临床该真菌可能成为条件致病菌+

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和肿瘤病房的患者多为危重的呼吸

道,心血管和肿瘤等患者+大量的抗生素,激素,免疫抑制剂的

使用#造成患者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继发性真菌感染呈现上升

趋势)

>."

*

+而门诊患者一般病情较轻微#在治疗手段和治疗时

间上都比较简单,比较短#免疫力无明显受损#所以酵母样真菌

分离率明显低于住院患者+由此提示临床对长期大量使用抗

生素或免疫功能低下等患者要特别注意预防和监测真菌感染#

以利于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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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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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妇科疾病中测定
'

反应蛋白"

'],

#的诊断价值%方法
!

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和电阻抗法

检测
-!

例患者血液中
'],

与白细胞"

[N'

#计数%结果
!

盆腔炎患者血清中
'],

含量"

R!L$R_>#L?>

#

3

I

*

)

!明

显高于卵巢良性囊肿及子宫肌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盆腔炎患者
'],

检测异常率为
->L-U

!高于

[N'

异常率
?%LRU

%结论
!

血清
'],

的检测对鉴别诊断妇科疾病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可作临床鉴别炎性疾病与

良性肿瘤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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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

反应蛋白$

'],

%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各种原

因引起的炎症反应或组织损伤都可能使其浓度升高)

#

*

#尤其在

细菌性感染时升高显著#且随病情的好转而迅速下降)

%

*

+为了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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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科疾病如盆腔炎,卵巢良性囊肿,子宫肌瘤等的

诊断价值#对本院妇科
%$$-

年
R

月至
%$#$

年
R

月
-!

例患者

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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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监测#并将结果与白细胞$

[N'

%相比较#现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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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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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随机抽取本院
%$$-

年
R

月至
%$#$

年
R

月妇

科住院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其中经临床确诊为盆腔炎

?-

例#卵巢良性囊肿
%!

例#子宫肌瘤
%#

例+盆腔炎患者同时

做
[N'

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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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应用日立
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
'],

#试剂由日本积水医疗株式会社提供#

[N'

计数采用

*

2

63CHH;.#R$$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L'

!

方法
!

静脉采血
%

管各
%3)

#分别置于血常规管中做

[N'

计数和无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管中测
'],

+

'],

测定方

法为免疫散射比浊法#

[N'

计数方法为电阻抗法+在检测前

均对两种仪器做室内质控#且都在在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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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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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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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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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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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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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妇科疾病患者血液中的
'],

测定结果
!

盆腔炎患

者
'],

值明显高于卵巢良性囊肿,子宫肌瘤患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F

#

$L$#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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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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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妇科疾病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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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结果比较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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