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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氟康唑涂布法治疗真菌性外耳道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４６例真菌性外耳道炎

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４６例（８４耳）患者，痊愈７６耳，显效８耳，治愈率９０．５％。结论　氟康唑软膏治疗外耳道

真菌病疗效显著。

【关键词】　真菌病；　氟康唑；　外耳道炎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犼．犻狊狊狀．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３．０２．０４０ 文献标志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３）０２０２０９０１

　　外耳道真菌病属于耳鼻喉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临床治疗

方法多，疗效各异。本院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共收治外

耳道真菌病患者４６例，采用氟康唑软膏外耳道涂布法，疗效显

著，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４６例外耳道真菌病患者（８４耳）。双耳

发病３８例，单耳发病８例；男２０例，女２６例；年龄２０～８４岁；

病史２周至１０年，其中糖尿病患者５例。

１．２　确诊外耳道真菌病方法　外耳道不适发痒，有些患者奇

痒难忍；耳内疼痛、耳流脓。外耳道深部皮肤和鳞屑片上可见

密集的粉末状或颗粒状物堆积，或呈菌落样。清除后可见外耳

道皮肤充血、肿胀、糜烂。取外耳道分泌物涂片染色，可见菌丝

及孢子确诊。

１．３　治疗方法　用３％过氧化氢液清洗干净外耳道分泌物

后，用氟康唑软膏均匀涂抹在患耳外耳道内皮肤表面，不堆积

在外耳道内。最好首次由接诊医生按上述方法清洗干净患耳

外耳道后，亲自用棉拭子将药物涂布于外耳道内、深部及鼓膜

表面，每周１次。平时由患者自行涂抹于外耳道口内约１ｃｍ

左右，每天２次，不要损伤外耳道皮肤，疗程约２～３周。治疗

期间注意保持患耳干燥，禁辛辣食物，戒除挖耳习惯。治疗后

３～６月复诊，再次取外耳道物分泌涂片染色检查及真菌菌落

培养。

２　结　　果

２．１　疗效评定标准　治愈：耳痒、耳疼、耳内流脓现象消失，外

耳道皮肤颜色、形态正常；外耳道分泌物涂片染色及真菌菌落

培养显示阴性。好转：耳痒、耳疼、耳内流脓症状减轻，外耳道

皮肤基本正常；外耳道分泌物涂片及真菌菌落培养阴性。无

效：耳痒、耳疼、耳内流脓症状加重，外耳道皮肤较前更充血、糜

烂、肿胀；外耳道分泌物涂片及真菌菌落培养阳性。

２．２　治疗结果　４６例（８４耳）患者复诊３～６个月，痊愈７６

耳，显效８耳，有效率１００％，治愈率９０．５％。

３　讨　　论

外耳道真菌病又称真菌性外耳道炎，是指真菌进入外耳道

引起的皮肤感染，有时可合并细菌感染［１３］。一般好发于气候

温暖潮湿的地区和季节，重庆地区温度、湿度较高，属于高发区

域。外耳道真菌病致病菌多为真菌，常见致病菌有：曲霉菌、青

霉菌、白丝酵母菌为多［４］。它的感染方式为空气传播和自体接

种两种。在外耳道潮湿（游泳、中耳流脓）、长期应用抗生素滴

耳液、气候温热可诱发本病［５］。真菌入侵外耳道上皮后，可出

现耳内瘙痒、不适、闷胀等症状。当外耳道的脱落上皮和菌丝

等组成的痂皮阻塞外耳道时，可引起耳鸣、听力减退等症状；重

者可伴有细菌感染，可出现皮肤充血、肿胀、糜烂等。慢性感染

者可表现为湿疹样变化和苔藓化。

氟康唑为氟代三唑类抗真菌药，是一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广谱、高效、安全的咪唑类药物，具有代谢稳定、水溶性好、相对

分子质量小的特点。氟康唑对耳部念珠菌、隐球菌、表皮癣菌、

曲霉菌球孢子菌感染均有效。其主要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干扰

细胞ｐ４５０的活性，抑制真菌细胞膜必要成分麦角甾醇合成

酶，使麦角甾醇合成受阻，破坏真菌细胞壁的完整性，抑制其生

长、繁殖。

外耳道真菌病一般局部用药即可，无需全身用药。作者临

床采用氟康唑软膏涂布法治疗外耳道真菌病疗效显著，且治疗

方法简单，不良反应少，价格便宜，值得推广应用。注意事项及

护理：（１）不间断用药１４ｄ；（２）第一次由接诊医生涂布于外耳

道、深部及鼓膜表面；（３）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可减少复发；

（４）戒除挖耳不良习惯可减少感染的发生；（５）保持室内日照通

风，皮肤干净和床上用品清洁可减少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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