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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肿瘤医院住院患者医院深部真菌感染情况&方法
!

采用前瞻性及回顾性调查方法%调查

某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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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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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间医院感染病例资料
)!%

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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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医院感染病例中发现深部真菌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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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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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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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恶性肿瘤患者居多%占
#(-(%/

#

%'#

例$(感染部位以呼吸道最

常见%占
)&-"+/

#

#)

例$(分离真菌以白假丝酵母菌为主%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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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其次为光滑假丝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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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假丝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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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柔假丝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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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孢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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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肿瘤医院的医院深部真菌感染情况较严重%以高龄+恶性肿瘤患者多见&增强患者免疫功能%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是

预防肿瘤医院住院患者医院深部真菌感染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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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患者自身免疫功能低下%经过化学治疗

#化疗$+放射治疗#放疗$等抗肿瘤治疗后骨髓抑制

明显%严重影响机体细胞免疫功能%使其免疫力进

一步降低(手术+气管插管+动静脉插管及泌尿道插

管等有创操作%使宿主解剖屏障被破坏%容易发生医

院感染&在抗感染治疗过程中长期+大量使用抗菌

药物%促进真菌繁殖%使体内菌群失调%导致真菌引起

医院感染的发生%这不仅影响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

而且易发展为恶性肿瘤患者的致死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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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

效防治肿瘤专科医院医院深部真菌感染%降低感染

率%控制医院感染暴发%改善恶性肿瘤患者生存质

量%我们对一年来发生的
%+#

例医院深部真菌感染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调查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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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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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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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前瞻性及回顾性调查方法%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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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深部真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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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疾病
'

例#

&-&)/

$&

%-!

!

诊断标准
!

以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

准#试行$*为诊断依据%疑有深部真菌感染的住院患

者%进行相应部位标本病原学检查%经病原学证实%

同时抗真菌治疗有效%确诊为医院深部真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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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

对患者的年龄+性别+诊断+感染部

位+病原体检查+手术+化疗+放疗+骨髓抑制+抗菌药

物及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应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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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真菌感染发生率及患者原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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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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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共分离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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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以白

假丝酵母菌最常见%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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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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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深部真菌感染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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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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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化疗+放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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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同步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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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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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

%&*

例#

++-"#/

$使用抗菌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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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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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调查显示%肿瘤专科医院的医院深部真菌感

染情况较严重%占同期医院感染的
&(-&'/

&真菌

为条件致病菌%假丝酵母菌在人体皮肤+咽喉+消化

道与阴道等部位可正常定植%在医源性因素影响下%

带菌率随之升高%感染机会增加!

%

"

!*#

&恶性肿瘤患

者免疫功能低下%在经历手术+化疗+放疗等抗肿瘤

治疗后%患者的免疫功能进一步降低(为防治感染

而大量使用抗菌药物%使人体微生态平衡失调%易

导致二重感染发生&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自身免疫

功能减退%同时咳嗽反射减弱%支气管腺体增生%分

泌物增多%黏膜纤毛清除功能降低%痰不易咯出%使

上呼吸道病原菌向下呼吸道蔓延%易发生真菌感

染!

!

"

%故其为高危人群&肺癌患者大多有咳嗽+咳

痰症状%在确诊前常进行经验性抗菌治疗(为确诊

所进行的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或肺穿刺活检%会损伤

呼吸道屏障%而肺癌对呼吸系统防御功能的直接破

坏%将导致真菌感染机会大大增加&消化道正常情

况下有真菌定植%肠癌患者机体抵抗力下降%使用

抗厌氧菌药物预防手术感染时%真菌会大量繁殖%

导致真菌感染&鼻咽癌患者放疗时出现的放射性口

炎%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等雾化

吸入局部治疗%为常居口腔的真菌超常规繁殖创造

了良好条件%使其成为致病菌&

本资料中%白假丝酵母菌为肿瘤患者医院深部

真菌感染的主要致病真菌%与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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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白假丝酵母菌能分泌磷脂酶
1

和溶血磷脂酶%这些

酶能切断机体上皮细胞%使其能保护自己并极易侵

入机体细胞内繁殖而使机体致病%而其细胞壁上的

甘露多糖及其代谢产物%能抑制细胞免疫功能%这

种侵袭力和对机体免疫功能的抑制作用%使其成为

医院真菌感染的主要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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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肿瘤专科医院的医院深部真菌感染危险因

素%临床医务人员应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要

求%做好清洁+消毒+隔离工作%减少不必要的侵入性

操作%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加强手卫生%减少

交叉感染的发生&掌握抗菌药物适应证%根据病原

体及药敏试验结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合理应用肾

上腺糖皮质激素%避免二重感染&积极治疗肿瘤的

同时%加强支持治疗%使用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干扰

素+白细胞介素等%以增强患者免疫功能%减少深部

真菌感染的发生%改善恶性肿瘤患者生存质量%降低

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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