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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患者临床感染假丝酵母菌属的菌种分布及对
.

种抗真菌药的耐药性!为临床抗真菌药物

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回顾性调查分析
"&&

株酵母菌对两性霉素
[

'制菌霉素'益康唑'咪康唑'酮康唑'氟康

唑'伊曲康唑的药敏试验结果%结果
!

共检出
"&&

株酵母菌!分离出白色假丝酵母菌
!&.

株!占
43$/Q

!排第
!

位#

光滑假丝酵母菌
4%

株!占
""$4Q

!排第
"

位%在各种标本中呼吸道感染检出率最高!其次尿液'分泌物'粪便!呼吸

道分泌物酵母菌的分离率显著高于其他临床标本"

!

#

'$'!

$%白色假丝酵母菌对酮康唑'咪康唑'氟康唑的敏感性

高!敏感率分别为
/%$&Q

'

&4$!Q

'

&.$'Q

%光滑假丝酵母菌和克柔假丝酵母菌对酮康唑敏感性最高!分别为

/!$.Q

'

&'$'Q

%热带假丝酵母菌对氟康唑的敏感率为
!''$'Q

%结论
!

近年来由酵母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及其

对抗真菌药物的耐药率都明显增加!检出酵母菌和其药敏试验有必要作为常规检查!以期提高感染性疾病诊断的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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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抗生素,抗肿瘤药物及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以及

艾滋病$

,_-*

&患者的增多#免疫功能低下人群扩大#真菌感染

不断上升%抗真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又使真菌的耐药现象更加

严重+真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已成为当前突出问题+因此临床

微生物实验室加强对假丝酵母菌培养分离鉴定及药敏分析#对

临床感染性疾病病原学诊断和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有重要作

用+回顾性分析了
"&&

株酵母菌对
.

种抗真菌药物的药敏试

验结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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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菌株来源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及门诊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3

岁#血,痰,中段

尿,咽拭子及其他体液标本#常规分离临床标本中的酵母样真

菌#对同一患者相同标本多次分离出同一菌种按一株统计#同

一患者同一标本分离出不同菌种和$或&同一患者不同标本分

离出同一菌种按两株或多株统计+质控菌株!白色假丝酵母菌

,:SS!3'%#

和热带假丝酵母菌
,:SS!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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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液体培养基主要成分
!

酵母浸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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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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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冬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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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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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甲酚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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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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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测试板主要成分!两性霉素
[!46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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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菌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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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1

#益康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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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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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康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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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康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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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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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康

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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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曲康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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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将标本接种于血平板和巧克力培养基#放于
#%X

培养箱中培养
"3

!

3&@

#见酵母样真菌菌落生展#经涂片染色

证实为酵母菌%再用郑州博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念珠菌显

色培养基沙保罗鉴定菌种#按使用说明书操作+真菌药敏测定

酵母菌鉴定板条$培养法&试剂盒由珠海市银科医学工程有限

公司提供+

$$1

!

检测原理
!

当真菌在培养基中生长时发酵其中的葡萄

糖#代谢产酸#引起培养基
=

Z

下降#培养基中的指示剂由紫色

变成黄色#并根据各药敏孔颜色变化情况#分别判断相应药物

为敏感$

*

&,中介$

_

&,耐药$

(

&+结果判读见说明书+

/

!

结
!!

果

在各种标本中呼吸道感染检出率最高#其次尿液,分泌物,

粪便#呼吸道分泌物酵母菌的分离率显著高于其他临床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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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假丝酵母菌菌型分布
!

白色假丝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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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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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假丝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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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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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假丝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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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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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柔假丝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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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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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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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假丝酵母菌药物敏感试验
!

克柔假丝酵母菌对氟

康唑天然耐药#尽管试验敏感#也应报告耐药%光滑假丝酵母菌

对氟康唑或伊曲康唑存在固有的低敏感性现象#故应将敏感的

结果改为中介#中介的结果改为耐药+见表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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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酵母菌对
.

种抗真菌药物的敏感率&

Q

'

药物
白色假丝

酵母菌

光滑假丝

酵母菌

热带假丝

酵母菌

克柔假丝

酵母菌

两性霉素
[ ./$" 43$' .#$' %"$'

制菌霉素
3#$! "'$' #'$' "4$'

益康唑
3!$' "%$' "4$' #!$'

咪康唑
&4$! 3.$' %.$' %"$'

酮康唑
/%$& /!$. &3$' &'$'

氟康唑
&.$' '$' !''$' '$'

伊曲康唑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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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近年来#临床深部真菌感染呈日渐增多趋势#酵母菌等条

件致病菌的感染明显增多是现代临床感染的主要特征之一+

孔繁林等)

!

*报道酵母菌在医院分离菌中的排序已由
"''#

年的

第
.

位上升至
"''.

年的第
!

位+

'$$

!

临床应用的抗真菌药物主要是多烯类和咪唑类等#多烯

类抗真菌药如两性霉素抗菌机制在于其与真菌细胞膜的麦角

固醇结合#从而破坏细胞膜功能+真菌的野生株对多烯类抗真

菌药物是敏感的#但长期应用可导致真菌的耐药)

"

*

+氟康唑对

光滑假丝酵母菌和克柔假丝酵母菌耐药性较强#存在天然耐药

株+酵母菌对咪唑类抗真菌药耐药的机制是!$

!

&靶位改变+

羊毛甾醇$

(̀̂ !!

&基因突变降低吡咯类的亲和力#使克柔假丝

酵母菌对氟康唑天然耐药#而光滑假丝酵母菌的羊毛甾醇脱甲

基酶过量表达是氟康唑和伊曲康唑耐药的原因+$

"

&泵出机

制+泵出机制导致吡咯类胞内浓度降低发生耐药+$

#

&细胞膜

改变+细胞膜的类固醇改变降低通透性#为不常见的耐药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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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

+对氟康唑易产生耐药性的克柔假丝酵母菌在本院分离

较少+

'$/

!

分析表明#白假丝酵母菌感染是医院内最常见的真菌感

染+一般认为#白假丝酵母菌是酵母样真菌中最主要的机会致

病菌)

3

*

+假丝酵母菌对
.

种药物的敏感率#

3

种均对酮康唑较

敏感#对制菌霉素和益康唑较耐药#其他
3

种药有明显差别#说

明各种假丝酵母菌的敏感性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另有研究认

为#白色假丝酵母菌大都对氟康唑敏感#由于氟康唑的大量使

用#由白色假丝酵母菌引起的感染减少#而对氟康唑敏感度低

的菌种可能增加#如光滑假丝酵母菌和克柔假丝酵母菌+本院

所分离的白色假丝酵母菌$

!&.

株&对氟康唑耐药率为
3$&Q

#

与
"''#

年胡建云等)

%

*报道白假丝酵母菌对氟康唑耐药率仅

!$%Q

#

"''%

年陈红霞)

4

*报道白假丝酵母菌对氟康唑耐药率达

#$&Q

比较#有明显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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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菌是引起临床真菌感染的主要内源性条件致病

菌)

.

*

#抗真菌药物的使用对抑制真菌感染起到积极作用+但在

我国国内医院酵母菌药敏试验未得到普遍开展#因此临床医生

抗真菌药几乎都是经验性选药+近年来由酵母菌引起的感染

性疾病及其对常用抗真菌药的耐药性都明显增加+本调查表

明#白色假丝酵母菌对酮康唑,咪康唑,氟康唑的敏感性高#敏

感率分别为
/%$&Q

,

&4$!Q

,

&.$'Q

+光滑假丝酵母菌和克柔

假丝酵母菌对酮康唑敏感性较高#分别为
/!$.Q

,

&'$'Q

+热

带假丝酵母菌对氟康唑的敏感率为
!''$'Q

+氟康唑对白色

假丝酵母菌,热带假丝酵母菌有较好的活性+假丝酵母菌对
.

种抗真菌药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药菌株+

'$1

!

近年来随着大量广谱抗生素,激素,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及

各种介入性治疗技术的开展#免疫功能低下人群不断扩大#继

发性真菌感染日益增多)

&9/

*

%因此#合理的使用抗真菌药#避免

其耐药性的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减少经验用药#建立完善的真

菌实验室#积极开展真菌的分离培养,鉴定,药敏试验#及时进

行真菌耐药情况的监测#对临床掌握真菌感染的情况,有针对

性选用抗真菌药物,提高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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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酶法测定乙醇依赖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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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乙醇依赖患者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ZA

J

$水平的相关性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循环

酶法分别测定
%'

例乙醇依赖患者与
%'

例健康体检人群的血清
ZA

J

值!计算出两组的均值!分析血清
ZA

J

浓度与

乙醇依赖的相关性%结果
!

患病组血清
ZA

J

均值为 "

""$"40!'$!/

$

#

678

&

1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40%$&

$

#

678

&

1

!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乙醇依赖患者血清
ZA

J

水平在检测中有显著性升高!乙醇

依赖患者可能存在
ZA

J

代谢障碍!对诊断乙醇依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

循环酶法#

!

乙醇依赖#

!

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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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同型半胱氨酸$

ZA

J

&在人体血液中的含量不

超过
!%

#

678

"

1

#高
ZA

J

血症可直接损害血管和神经+近年来

研究发现#高
ZA

J

血症与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疾病,外周血

管疾病高度相关#但乙醇依赖患者的
ZA

J

水平研究甚少+本

文对乙醇依赖患者血清
ZA

J

水平进行了检测#探讨循环酶法

测定乙醇依赖患者血清
ZA

J

水平对诊断乙醇依赖患者的临床

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患病组!为
"'!'

年
!

月至
"'!!

年
3

月在

本院首次就诊的乙醇依赖患者#其诊断符合
SS+-9#

.中国精

神障碍诊断标准/#合并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疾病,外周血管

疾病的未入组#共
%'

例#均为男性#年龄
"'

!

4%

岁#平均年龄

$

33$40/$!

&岁#患者对本研究过程知情并同意参加+$

"

&健康

对照组!为
%'

例健康体检人群#均为男性#已排除冠状动脉疾

病,脑血管疾病,外周血管疾病#均无长期大量饮酒史#年龄

"'

!

4%

岁#平均$

3!$40/$4

&岁#与患者组在年龄,性别方面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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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ZA

J

测定试剂购自北京九强#试剂批号
'/9!"%

+

试剂主要成分!$

!

&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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