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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药物联合应用'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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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近年来%新型抗真菌药伏立康唑&卡泊芬净等被

推荐用于侵袭性曲霉病的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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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报道%在伏立康唑&卡泊芬净&伊曲康唑和两性

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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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真菌药中%卡泊芬净对烟曲霉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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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地域以及标本来源不同等有关%尚需要大样

本进一步验证'

联合用药就是同时应用不同作用靶位的药物%

药物之间可产生协同抗菌&相加作用或拮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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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作为联合用药时各药相互作用的指标%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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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烟曲霉引起的肺部或系统

性感染%选择药物应根据患者个体差异&病情发展以

及药敏试验结果综合考虑%严格掌握适应证'若采

取联合用药%建议首选
@HR

与
2;3

&

M?;

及
;RC

联合'若患者由于经济原因不能承受时%可考虑

@HR

与
@32

联合%可提高疗效%还可治疗和预防细

菌感染%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真菌蛋白合成达到

抗真菌作用'三唑类的
M?;

&棘白菌素类的
;RC

联合应用时%因两者抗菌作用的靶位不同%临床治疗

曲霉感染可产生协同抗菌作用%同时也有很好的治

疗效果!

'(

"

%也可用于治疗侵袭性曲霉的感染'

;RC

联合
M?;

国外已有报道!

'%

"

%两者联合体外抗烟曲

霉菌有协同相加作用%但二者临床联合应用较少%本

研究尚未做%今后将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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