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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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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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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儿童深部真菌感染种类及导致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
!

回顾性调查分析
())$

"

()!)

年间
(#

例已确诊

为深部真菌感染的住院儿童临床资料#分析其深部真菌感染种类及危险因素%结果
!

真菌感染种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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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真菌感染患者中#白

色念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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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体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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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患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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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经抗真菌治疗(治愈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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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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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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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

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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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住院儿童深部真菌感染与各种侵入性操作$长时间使用多种

抗生素$手术和使用呼吸机等多种危险因素有关%早期诊断及合理选用抗真菌药物是治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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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真菌感染是指致病性真菌侵犯皮下组织"黏膜和内

脏!并感染器官所引起的真菌感染性疾病#深部真菌感染中侵

袭性念珠菌感染最常见!而且感染的临床特点不明显!无特异

性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时间长!阳性率低!病情严重!死亡率

高#近年来!据国内外资料报道!由念珠菌属所致的深部真菌

感染在监护病房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儿童比成年人发病率更

高!但隐匿性更强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侵袭性念珠菌感

染与严重的败血症"败血性休克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有关#据美

国
()))

年的统计结果!每
!)))))

名住院患儿中有
3*

例念珠

菌菌血症!而每
!)))))

名成人住院患者中为
*)

例念珠菌菌

血症!相比之下儿童比成人高出了
3*Z

-

!

.

/国内资料显示!医

院真菌感染率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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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Z

上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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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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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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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深部真菌感染已成为血液病房及

重症监护室中日益突出而广泛存在的问题!较高的发病率和极

高的病死率已引起临床上越来越多的重视#对儿童深部真菌

感染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有助于提高患儿生存率的重要条件#

现对本院
())$

"

()!)

年间通过无菌部位体液培养"鉴定和尸

检已确诊的深部真菌感染患儿的病历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其

真菌种类及导致感染的危险因素#现报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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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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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查阅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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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经静脉血"骨髓"脑

脊液"脓液"胸水"腹水及其他无菌体液标本$尿液不计在内%的

培养"鉴定确诊为真菌感染的病例#回顾性地分析真菌的种类

和危险因素#

$,%

!

诊断标准
!

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诊断标准!按照中国侵袭

性真菌感染工作组制定的&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真菌

感染的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修订版%'

-

3

.

(由宿主因素"临床标

准及微生物标准所组成!诊断分
*

个级别!即确诊"临床诊断及

拟诊#通过回顾性调查方法分析本院
())$

"

()!)

年已确诊为

真菌感染病例共
(#

例#其中男童
!$

例!女童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其中
*

例为新生儿#

$,&

!

检测方法
!

所有分析的临床标本中!若为静脉血"骨髓则

注入血培养瓶!经法国梅里埃
T96V

)

%HÊ V*W

血培养仪进行

普通细菌培养和真菌培养/胸腹水"脓液等其他标本接种血平

板
*$`

孵育!并接种沙氏培养基
*)`

普通孵箱培养
(3

"

3+S

以上!培养出的菌落经涂片染色确定并经法国梅里埃
KAVE@

&NC>%&V

全自动鉴定仪
_MV

卡进行鉴定确定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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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菌珠
!

白色假丝酵母菌
%V&&"))(+

!近平滑假丝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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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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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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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假丝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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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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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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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儿童深部真菌感染的病例中!其中白色念珠菌感

染
()

例!占
1#,"(Z

/热带念珠菌感染
3

例!占
!$,*+Z

/毛霉

菌感染
!

例及新型隐球菌感染
!

例!各占
*,+$Z

#

(#

例患儿

深部真菌病治愈
(!

例!占
+),11Z

/

(

例未愈$家长要求放弃治

疗!自动出院%!占
1,1Z

/死亡
*

例!占
!!,$3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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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因素分析
!

侵入性操作
(3

例$包括导尿"静脉插管"

机械通气"全静脉营养等%/应用
(

种或
(

种以上广谱抗菌素

'

3I

的
(*

例/应用
(

种或
(

种以上广谱抗生素
3

天后体温
'

*+`

的
!1

例/手术
!*

例$包括骨髓移植%/使用呼吸机的
!*

例/创伤
1

例/粒细胞减少"多次输血和使用免疫抑制剂各
#

例/入住
>A&U$

例/胃肠道疾病和血液系统肿瘤各
3

例#其危

险因素构成比分析!见表
!

#

表
!

!!

深部真菌感染危险因素构成比

危险因素种类 病例数 构成比$

Z

%

侵入性操作
(3 "(,*)

使用广普抗生素
'

3I (* ++,3#

抗生素治疗
3I

后
V

'

*+` !1 #$,*+

手术
!* $),))

应用呼吸机
!* $),))

创伤
1 (#,"(

粒细胞减少
# (*,)1

多次输血
# (*,)1

免疫抑制剂
# (*,)1

入住
>A&U $ !",(*

胃肠道疾病
3 !$,*+

血液系统肿瘤
3 !$,*+

&

!

讨
!!

论

&,$

!

根据对本院
())$

年
"

()!)

年已确诊为深部真菌感染的

(#

例病例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发现!儿童深部真菌感染的病

源菌主要为白色念珠菌感染$

()

)

(#

%!占
1#,"(Z

/其次是热带

念珠菌感染$

3

)

(#

%!占
!$,*+Z

/毛霉菌和新型隐球菌感染各
!

例!各占
*,+$Z

#有文献曾报道了美国近年来医院血液感染

的监测结果!念珠菌属感染居第四位!占
1,#Z

!其中
$*,$Z

由

白色念珠菌引起!热带念珠菌占
!3Z

!这与念珠菌属在人体定

植有关-

$

.

#本研究还发现!发生深部真菌感染的患儿多数存在

严重的基础疾病!如
3

例白血病患儿中就有
*

例感染了热带念

珠菌!这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1

.

#

&,%

!

研究数据表明!儿童深部真菌感染的发生与多种危险因

素有关#如低胎龄儿"粒细胞减少"白血病等可导致机体免疫

力下降而感染/各种侵入性操作(如中心静脉置管"气管插管"

气管切开"留置导尿管"机械通气"手术"骨髓移植等可导致机

体的免疫屏障遭到破坏而感染/还有如长期应用抗生素!特别

是第三代头孢菌素而导致肠道菌群失调都可导致儿童深部真

菌感染!而且多数为白色念珠菌#以上这些因素也是导致儿童

深部真菌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根据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

全静脉营养"手术"多部位念珠菌定植"严重脓毒血症是发生侵

袭性念珠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有各自独立的危险因

子-

+

.

#

&,&

!

儿童深部真菌感染患者!因临床上缺乏特异性表现!常与

其他细菌感染或新生儿期的其他常见现象难以区别!如低体

温"溢乳"少哭少动"呼吸暂停"高血糖"低血压"心动过缓"腹

胀"呼吸功能下降等!甚至临床表现迅速恶化而无明显诱

因-

"2!)

.

#另外还可能出现多器官的损害!如肾"脑"脑膜"眼"骨

及关节等#虽然真菌检测对临床诊断"调整治疗方案"预后评

估有重要临床意义-

!!

.

#但儿童深部真菌感染的早期诊断较为

困难!往往贻误治疗时间!造成严重后果#北京协和医院
!"$*

"

!""*

年共有
*331

例尸检病例(最终确诊为深部真菌感染的

+$

例中!而患者生前通过各种临床标本$包括血"尿"痰及伤口

和口腔分泌物等%进行真菌培养和鉴定!其阳性者仅有
!$

例

$

!1,#Z

%/在生前临床诊断为深部真菌感染者仅有
$

例

$

$,"Z

%#儿童由于免疫系统不完善!更易出现侵袭性真菌感

染!但症状和体征非常不典型!故其早期诊断比较困难#因此!

对患有某些基础疾病和严重的粒细胞缺乏!并进行过多种侵入

性操作!同时伴有使用多种广谱抗生素治疗无效以及原因不明

的持续发热!又不能完全排除深部真菌感染的患者!特别是对

于有多种危险因素重叠出现的患者应引起高度重视#必要时

可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患者本身的基础疾"抗生素的使用情

况以及各种侵入操作等危险因素同时存在时!可采取经验性治

疗方法!以防止患儿可能出现的危险#目前伊曲康唑是唯一批

准用于经验性治疗真菌感染的唑类药物#这对及时挽救患儿

生命!提高生存率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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