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 椲基 金 项 目 椵济 宁 市 棽棸棻棻 年 科 技 局 项 目 棬编 号 椇济 科 字 椲棽棸棻棻椵椀椃
号 棭

斒斒旈旑旈旑旂斖斿斾斦旑旈旜棳斊斿斺旘旛斸旘旟棽棸棻椀棳斨旓旍灡棾椄棳斘旓棶棻

斾旓旈椇棻棸棶棾椆椂椆棷旉棶旈旙旙旑棶棻棸棸棸灢椆椃椂棸棶棽棸棻椀棶棸棻棶棸棸椆

棻椂椃例曲霉菌感染临床分析灣

高东田暋申爱华暋李暋莉

棬济 宁 医 学 院 附 属 医 院 棳山 东 济 宁 棽椃棽棸棽椆棭

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探讨济宁地区临床曲霉菌感染情况棳指导临床防治曲霉菌感染的发生暎方法暋连续收集

棽棸棻棽年椃月至棽棸棻棿年椄月于本院住院符合曲霉菌感染临床特征且曲霉菌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浓度检测试验阳性

患者棻椂椃例棳本文从患者性别暍年龄暍科室暍曲霉菌种类和相关疾病方面作临床分析暎结果暋曲霉菌属共棿棽株棳

其中棳烟曲霉棾棻株占椃棾灡椄棩暎黄曲霉菌棻棸株暍黑曲霉菌棻株椈男椂椄灡棾棩棳女棾棻灡椃棩椈椀棸岁以上的老年病人占

椃椂棩椈主要分布在重症监护室暍呼吸科暍心内科棳分别占椀棾灡椆棩暍棽棽灡椃棩和椂灡棸棩暎椈呼吸道疾病占棿椂灡棻棩暎结论暋

本地区男性患者暍重症监护室和呼吸科病人暍患有呼吸道感染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椀棸岁以上老年患者易感染

曲霉菌棳烟曲霉菌为主要的病原性曲霉菌暎

关键词暋曲霉菌椈感染椈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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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为 探 讨 济 宁 地 区 临 床 曲 霉 菌 感 染 棬斄旙旔斿旘旂旈旍旍旛旙

旈旑旀斿斻旚旈旓旑棳斄斏棭情 况 棳我 们 收 集 了 棻椂椃 例 曲 霉 菌 感 染

的 资 料 分 析 报 道 如 下 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资料来源

连 续 收 集 棽棸棻棽 年 椃 月 至 棽棸棻棿 年 椄 月 于 本 院

住 院 符 合 曲 霉 菌 感 染 临 床 特 征 且 曲 霉 菌 半 乳 甘 露

聚 糖 抗 原 浓 度 检 测 试 验 棬斄斸旍斸斻旚旘旓旐斸旑旑斸旑棳斍斖棭阳

性 患 者 棻椂椃 例 暎斄斏 的 确 诊 标 准 符 合 暥侵 袭 性 肺 部

真 菌 感 染 的 诊 断 标 准 与 治 疗 原 则 暦椲棻椵暎

棻灡棽暋方法

棻灡棽灡棻暋 患 者 一 般 资 料 收 集 暋 包 括 性 别 暍年 龄 暍科 室

和 相 关 疾 病 方 面 等 暎

棻灡棽灡棽暋 微 生 物 学 检 查 暋 痰 液 标 本 收 集 椇患 者 未 用

抗 曲 霉 菌 药 物 治 疗 前 棳晨 起 漱 口 后 留 取 合 格 晨 痰 棳

置 于 密 封 无 菌 痰 培 养 标 本 专 用 容 器 中 棳尽 快 送 检

棬一 般 椉棻旇棭椈涂 片 查 白 细 胞 椌棽椀 个 棷斎斝棳鳞 状 上 皮

椉棻棸 个 棷斎斝 为 合 格 痰 暎 病 原 学 检 查 棬痰 曲 霉 菌 培

养 棭棳三 区 划 线 接 种 沙 保 弱 平 板 棳置 棽椄曟 培 养 箱 培

养 棿暙椃斾暎 连 续 培 养 棽 次 为 同 一 曲 霉 菌 阳 性 棳视 为

有 意 义 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方法

采 用 瑞 美 检 验 网 络 系 统 统 计 软 件 棬斕旈旙 统 计 软

件 棭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斄斏患者性别分布

棻椂椃 例 中 男 棻棻棿 例 棬椂椄灡棾棩棭棳女 椀棾 例

棬棾棻灡椃棩棭暎 其 中 棽棸棻棽 年 椃棴棻棽 月 男 棾棽 例 棬椄棸棩棭棳

女 椄 例 棬棽棸棩棭椈棽棸棻棾 年 棻棴椃 月 男 椀棾 例 棬椃棽灡椂棩棭棳

女 棽棸 例 棬棽椃灡棿棩棭椈棽棸棻棿 年 棻棴椄 月 男 棽椆 例

棬椀棾灡椃棩棭棳女 棽椀 例 棬棿椂灡棾棩棭暎

棽灡棽暋斄斏患者年龄分布

棻椂椃 例 斄斏 患 者 中 椀棸 岁 以 上 的 老 年 病 人 占

椃椂棩棳其 中 椀棻暙椂棸 岁 棾棸 例 棳占 棻椄灡棸棩棳椂棻暙椃棸 岁

棽椄 例 棳占 棻椂灡椃棩棳椃棻暙椄棸 岁 居 首 棳棿棿 例 棳占

棽椂灡棾棩棳椄棸 岁 以 上 棽椀 例 棳占 棻椀灡棸棩暎 见 表 棻暎

表棻暋棻椂椃例曲霉菌感染患者年龄分布及构成比

年龄棬岁棭 旑 构成比棷棩

曑棻棸 棻棽 椃灡棽

棻棻暙 棽 棻灡棽

棽棻暙 椂 棾灡椂

棾棻暙 椄 棿灡椄

棿棻暙 棻棽 椃灡棽

椀棻暙 棾棸 棻椄灡棸

椂棻暙 棽椄 棻椂灡椃

椃棻暙 棿棿 棽椂灡棾

椌椄棸 棽椀 棻椀灡棸

合计 棻椂椃 棻棸棸灡棸

棽灡棾暋斄斏患者科室分布

棻椂椃 例 斄斏患 者 科 室 主 要 分 布 在 斏斆斦暍呼 吸 科 暍

心 内 科 棳分 别 占 椀棾灡椆棩暍棽棽灡椃棩 和 椂灡棸棩暎 见 表 棽暎

椂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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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棿暋曲霉菌种类分布

检 出 单 一 和 混 合 曲 霉 菌 棾椂 例 棳有 棿 种 组 合 模

式 棳分 离 曲 霉 菌 属 共 棿棽 株 暎 其 中 棳烟 曲 霉 居 首 棾棻

株 占 椃棾灡椄棩暎 其 次 分 别 为 黄 曲 霉 菌 棿 例 占 棽棸棩暍

烟 曲 霉 菌 和 黄 曲 霉 菌 椀 例 占 棻棽灡椀棩 及 黄 曲 霉 菌 和

黑 曲 霉 菌 棻 例 占 棽灡椀棩椈黄 曲 霉 菌 共 棻棸 株 占

棽棾灡椄棩暍黑 曲 霉 菌 棻 株 占 棽灡棿棩暎 见 表 棾暎

表棽暋棻椂椃例曲霉菌感染患者科室分布及构成比

科 室 旑 构成比棷棩

斏斆斦 椆棸 椀棾灡椆

呼吸内科 棾椄 棽棽灡椃

心内科 棻棸 椂灡棸

肾内科 棻棿 椄灡棿

急诊科 棽 棻灡棽

消化内科 棻 棸灡椂

肛肠外 棻 棸灡椂

肿瘤科 棾 棻灡椄

神经内科 棻 棸灡椂

血液科 棿 棽灡棿

风湿免疫 棻 棸灡椂

儿科内 棽 棻灡棽

总 计 棻椂椃 棻棸棸灡棸

表棾暋曲霉菌种类分布及构成比

曲霉菌 旑 构成比棷棩

烟曲霉菌 棾棻 椃棾灡椄

黄曲霉菌 棻棸 棽棾灡椄

黑曲霉菌 棻 棽灡棿

总计 棿棽 棻棸棸灡棸

棽灡椀暋斄斏相关疾病分布

呼 吸 道 疾 病 居 首 占 棿椂灡棻棩棳其 中 棳肺 内 感 染

棾棻灡棻棩暍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棬斆斚斝斈棭棻椀灡棸棩暎 见 表

棿暎

表棿暋斄斏相关疾病分布及构成比

诊暋断 旑 构成比棷棩

呼吸道相关疾病 椃椃 棿椂灡棻

暋暋斆斚斝斈 棽椀 棻椀灡棸

暋暋肺内感染 椀棽 棾棻灡棻

脑血管相关疾病 棻椄 棻棸灡椃

心血管相关疾病 棻椀 椆灡棸

肾脏相关疾病 棻棿 椄灡棿

血液病 棻棾 椃灡椄

暋暋白血病 椃 棿灡棽

暋暋再生障碍性贫血 椂 棾灡椂

肿瘤相关疾病 棻棾 椃灡椄

发热原因待查 椀 棾灡棸

消化道相关疾病 棿 棽灡棿

其他灣 椄 棿灡椄

总计 棻椂椃 棻棸棸灡棸

灣包括糖尿病暍食管癌暍肛周脓肿暍布加氏综合征暍急性扁桃体炎暎

棾暋讨论

曲 霉 菌 是 广 泛 存 在 于 自 然 界 一 种 腐 生 菌 棳孢 子

较 小 棳直 径 棽暙棾毺旐棳可 在 空 气 中 漂 浮 棳可 通 过 呼 吸

道 进 入 人 体 暎 有 研 究 椲棽灢棾椵表 明 曲 霉 菌 感 染 明 显 增

多 棳病 死 率 高 达 椀椂棩暙椄椀灡棻棩暎

本 文 患 者 性 别 分 布 结 果 中 男 椂椄灡棾棩棳女

棾棻灡椃棩暎 男 多 于 女 暎 推 测 可 能 与 男 性 吸 烟 饮 酒 者

较 女 性 多 棳损 害 呼 吸 道 保 护 屏 障 几 率 较 高 棳易 于 受

到 曲 霉 菌 侵 袭 有 关 暎 有 学 者 椲棿椵认 为 棳长 期 吸 烟 患 者

气 道 纤 毛 运 动 功 能 下 降 棳气 道 免 疫 屏 障 受 损 棳易 导

致 一 些 条 件 致 病 微 生 物 的 感 染 暎 本 文 患 者 年 龄 分

布 结 果 显 示 斄斏 患 者 年 龄 分 布 椀棸 岁 以 上 占 椃椂棩暎

与 胡 立 红 等 椲椀椵报 道 一 致 暎 可 能 与 免 疫 力 降 低 暍基 础

疾 病 较 多 及 抗 生 素 使 用 情 况 有 关 棳对 于 老 年 患 者 更

应 密 切 关 注 斄斏 的 防 治 问 题 暎 本 文 科 室 分 布 方 面

表 明 椇斏斆斦暍呼 吸 科 暍心 内 科 棳分 别 为 占 棻椂椃 例 斄斏 的

椀棾灡椆棩暍棽棽灡椃棩 和 椂灡棸棩暎斏斆斦 均 为 重 病 患 者 棳多

合 并 基 础 疾 病 椈呼 吸 内 科 住 院 患 者 多 为 老 年 人 棳这

些 患 者 年 龄 大 棳多 有 反 复 肺 部 感 染 棳呼 吸 道 防 御 屏

障 受 损 棳呼 吸 功 能 不 全 棳免 疫 功 能 低 下 棳菌 群 失 调 棳

另 一 方 面 可 能 存 在 糖 尿 病 暍肝 肾 功 能 不 全 暍低 蛋 白

血 症 等 多 种 问 题 棳同 时 在 治 疗 过 程 中 可 能 存 在 长 期

应 用 广 谱 抗 生 素 暍糖 皮 质 激 素 棳以 及 机 械 通 气 等 因

素 暎 由 此 可 见 棳呼 吸 内 科 患 者 特 别 是 有 严 重 基 础 疾

病 棳同 时 存 在 多 种 易 患 因 素 的 患 者 极 易 发 生 曲 霉 菌

感 染 暎 因 此 棳应 将 这 些 科 室 的 患 者 视 为 易 发 生 斄斏

的 高 危 人 群 暎 本 文 患 者 相 关 疾 病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椇患

有 呼 吸 道 疾 病 如 斆斚斝斈暍肺 部 感 染 暍呼 吸 衰 竭 椈心 血

管 病 如 冠 心 病 暍心 衰 椈肿 瘤 性 疾 病 及 放 化 疗 后 易 感

染 曲 霉 菌 暎 这 与 近 年 来 国 内 外 较 多 报 道 椲棾棳椂椵相 一

致 棳究 其 原 因 分 析 与 患 有 这 些 疾 病 的 患 者 免 疫 系 统

紊 乱 暍长 期 应 用 糖 皮 质 激 素 暍随 病 程 延 长 曲 霉 菌 负

荷 增 多 以 及 感 染 暍营 养 不 良 暍气 道 黏 膜 局 部 抗 病 力

下 降 暍体 内 菌 群 失 调 椈或 患 者 自 身 气 道 和 肺 正 常 结

构 受 到 某 些 原 因 慢 性 破 坏 等 因 素 有 关 暎 多 种 曲 霉

菌 都 可 引 起 斄斏棳如 烟 曲 霉 暍黑 曲 霉 暍土 曲 霉 暍黄 曲 霉

和 构 巢 曲 霉 等 棳文 献 报 道 椆棸棩 患 者 是 由 烟 曲 霉 感

染 所 致 椲椃椵暎 本 文 结 果 显 示 椇椃棾灡椄棩 的 曲 霉 菌 是 烟 曲

霉 棳较 此 结 论 稍 低 暎 可 能 与 该 曲 霉 菌 生 存 力 和 侵 袭

性 较 强 及 较 常 见 有 关 暎 建 议 临 床 医 师 更 应 密 切 关

注 烟 曲 霉 菌 的 感 染 暎

棬下转第棾椆页棭

椃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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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暋两组患者导管异位发生率比较暋 见 表 棽暎

表棽暋两组导管异位情况及发生率比较 旑棷棩

组别 旑
异位至
颈内静
脉

异位至
对侧锁
骨下静
脉

异位
至右
心房

异位
至腋
静脉

异位

合计
氈
棽

观察组

对照组

椆棸

椆棸

棾棬棾灡棸棭

椂棬椃灡椀棭

棻棬棻灡棸棭

棾棬棾灡椄棭

棻棬棻灡棸棭

棻棬棻灡棾棭

棻棬棻灡棸棭

棽棬棽灡椀棭

椂棬椂灡棸棭

棻棽棬棻椀灡棸棭
棿灡棸棸 棸灡棸棿椀

棾暋讨论

斝斏斆斆 置 管 因 操 作 方 便 暍留 置 时 间 长 棳不 影 响

患 者 日 常 生 活 棳能 有 效 保 护 血 管 等 优 点 棳应 用 日 趋

广 泛 棳已 为 肿 瘤 患 者 长 期 化 疗 的 首 选 椲棿椵暎斝斏斆斆 导

管 异 位 后 反 复 复 位 棳使 导 管 在 血 管 内 摩 擦 增 加 棳血

管 内 膜 受 损 棳可 致 静 脉 炎 暍导 管 堵 塞 暍静 脉 血 栓 等 并

发 症 椲椀椵棳将 增 加 患 者 的 痛 苦 暍缩 短 导 管 的 使 用 时 间 暎

传 统 斝斏斆斆 送 管 中 不 撤 支 撑 导 丝 棳导 管 随 意 性 小 棳

发 生 异 位 的 风 险 较 高 椈若 导 丝 撤 除 过 长 棳会 使 大 段

导 管 无 支 撑 暍硬 度 不 够 棳导 致 送 管 耗 时 长 棳或 增 加 导

管 反 折 的 危 险 椈送 管 时 回 撤 棽暙棿斻旐 导 丝 则 可 以 克

服 前 两 者 的 缺 点 棳导 管 后 端 有 导 丝 支 撑 棳保 证 了 送

管 时 导 管 的 硬 度 棳导 管 前 端 因 无 导 丝 支 撑 变 得 随 意

并 有 韧 性 棳保 证 了 送 管 的 力 度 和 速 度 棳使 导 管 可 随

回 心 血 流 冲 击 顺 利 进 入 上 腔 静 脉 暎

本 文 结 果 显 示 棳两 组 患 者 在 留 置 过 程 中 导 管 渗

漏 暍堵 塞 暍静 脉 炎 发 生 率 的 比 较 棳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说 明 斝斏斆斆 送 管 中 部 分 撤 除 支 撑 导 丝

不 会 增 加 穿 刺 部 位 渗 漏 棬渗 血 暍渗 液 暍血 肿 棭暍导 管 堵

塞 暍静 脉 炎 等 并 发 症 的 发 生 率 椈观 察 组 在 导 管 异 位

至 颈 内 静 脉 暍对 侧 锁 骨 下 静 脉 暍腋 静 脉 及 异 位 总 发

生 率 方 面 均 低 于 对 照 组 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 李 彩 霞 等
椲椂椵

报 道 拔 除 部 分 导 丝 用 于 斝斏斆斆 异 位 后 的 复 位 棳本 文

与 此 类 方 法 相 似 棳但 本 文 将 减 少 导 管 异 位 的 干 预 措

施 前 置 棳以 预 防 为 主 暎 金 小 红 等 椲椃椵报 道 的 棻棽棸 例

斝斏斆斆 置 管 患 者 棳在 送 管 过 程 中 拔 出 部 分 导 丝 棳导

管 异 位 率 棸灡椄棾棩棬对 照 组 异 位 率 椆灡棻椃棩棭棳同 样 论

证 了 斝斏斆斆 送 管 过 程 中 部 分 撤 除 支 撑 导 丝 的 方 法

能 有 效 降 低 导 管 异 位 发 生 率 暎

综 上 所 述 棳留 置 斝斏斆斆 送 管 过 程 中 部 分 撤 除 支

撑 导 丝 棳能 有 效 降 低 导 管 异 位 发 生 率 及 其 他 风 险 棳

操 作 简 便 暍安 全 有 效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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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上 所 述 棳本 地 区 男 性 患 者 暍重 症 监 护 室 和 呼

吸 科 病 人 暍患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和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及

椀棸 岁 以 上 老 年 患 者 易 感 染 曲 霉 菌 棳斄斏 的 主 要 致 病

性 曲 霉 菌 为 烟 曲 霉 菌 棳应 将 他 们 视 为 重 点 防 治 对

象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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