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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皮肤毛囊炎患者病原菌分离鉴定结果分析

蒙在杨!

!秦耀春$

"

!<

广西区亭凉医院检验科!南宁
:#""$$

&

$<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南宁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毛囊炎致病因子!并进行病原菌分离鉴定!为临床治疗依据%方法
!

蠕形螨采用镜检法!其他病原菌用培

养法!根据菌落形态和生化特点进行菌种鉴定%结果
!

A=!

例毛囊炎患者共检出病原菌
A$"

株!检出率为
=!<"$Q

!其中马拉色

菌$痤疮丙酸杆菌$蠕形螨$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检出率分别为
>C<#=Q

$

!7<:7Q

$

#<=$Q

$

#<!>Q

$

!<"!Q

%结论
!

引

起皮肤毛囊炎的致病菌有多种!马拉色菌是毛囊炎的主要致病菌%

关键词"毛囊炎&

!

马拉色菌&

!

痤疮丙酸杆菌&

!

蠕形螨&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

<2))@<!>A#B7!#"<$"!$<"7<"$C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B7!#"

"

$"!$

#

"7B"77:B"$

!!

毛囊炎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皮肤病#多数由病原菌感染引

起'根据文献)

!

*报道#近年来从各种临床标本分离出来的病原

菌中以革兰阴性$

aT

%为主#真菌次之'因此#由真菌感染引

起的相关的一系列疾病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

*

'为了解毛囊炎

的致病因子#

$""=

年
!

月至
$"!!

年
>

月我们对来本院门诊就

诊的皮肤毛囊炎患者进行实验室检测#旨在研究该致病因子在

其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等方面的相关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试验所有菌株均来自本院门诊就诊的皮肤

毛囊炎患者共
A=!

例#其中男
7:!

例#女
#7"

例#年龄
A

$

:!

岁#病程
$

周以上'

?<@

!

检测方法
!

马拉色菌毛囊炎!

A"Q

酒精消毒病变处皮损

后#用尖头手术刀挑破毛囊表面#挤出内容物#参照文献)

#

*进行

蠕形螨显微镜检查#同时革兰$

a

%染色后油镜下$

!"""

倍%观

察#结果!$

!

%

!

个或
:

个视野观察到
:

个以上聚集成堆的革兰

阳性$

a8

%孢子"芽生孢子为镜检马拉色菌阳性#参照文献

)

$

#

!"

*取
!

$

$

个毛囊内容物接种培养鉴定'$

$

%

!

个或
:

个视

野有
a8

稍有弯曲不规则小杆菌密集覆盖超
!

"

#

以上者取材

参照文献)

!!

*进行痤疮丙酸杆菌鉴定&$

#

%临床观察毛囊炎有脓

性液体并
a

染色镜检
!

个视野以上有似葡萄状
a8

球菌密集

覆盖超
!

"

#

时#取材接种于血平板培养分离提纯后用
+6,

*-#$'6+Y%

葡萄球和微球菌鉴定系统按操作说明进行鉴定&

当
a

染色检查有混合感染要同时分别进行不同路径的培养鉴

定#菌种鉴定要和相应的质控菌株平行进行#相一致才记录为

阳性'

?<A

!

仪器
!

+6,<ZR

I

5E))2D@

"

+Y*$"(+cP

细菌鉴定系统由

法国梅里埃生物公司生产'

?<B

!

试剂
!

沙保培养基(过氧化氢酶(血平板(脑心浸液肉汤(

兔血浆由青岛高科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生&吐温由汕头

光华化学厂生产'

?<C

!

实验室质控菌株
!

糠秕马拉色菌质控菌株
(,'!CAC

#合

轴马拉色菌$

(,'A$$$

%(球形马拉色菌$

(,'A=>>

%(限制马拉色

菌$

(,'ACAA

%(厚皮马拉色菌$

(,'!CA=

%(斯洛菲马拉色菌

$

(,'A=:>

%(钝形马拉色菌$

(,'ACA>

%&痤疮丙酸杆菌质控菌株

](6(A#A

&金黄色葡萄球菌质控菌株
+6(($:=$#

&以上质控

菌株由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提供'表皮葡萄球菌质控菌株

+6((!$$$C

由上海川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

!

结
!!

果

@<?

!

病原菌检出
!

A=!

例毛囊炎患者共检出病原菌
A$"

株#

检出率为
=!<"$Q

'病原菌以马拉色菌为主#共检出
:7!

株#

占
>C<#=Q

&其次为痤疮丙酸杆菌#检出
!!:

株#占
!7<:7Q

&金

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蠕形螨分别检出
$:

(

C

和
#!

株#

分别各占
#<!>Q

(

!<"!Q

和
#<=$Q

&

A!

例未检出病原菌#占

C<=CQ

#见表
!

'

@<@

!

A$"

株病原菌检出部位
!

全身均可检出#以颈(肩(胸(背

部检出最高#共
#$7

株#占
7:<"Q

#以马拉色菌为主#痤疮丙酸杆

菌次之&其次为面部#检出
!7>

株#占
$"<$CQ

#以痤疮丙酸杆菌

为主#蠕形螨次之&腹(股(阴部共检出
!":

株#占
!7<:CQ

#马拉

色菌为主&头部
C!

株#占
!!<$:Q

#均为马拉色菌&四肢
>7

株#占

C<C=Q

#以马拉色菌为主'各菌种分离部位构成比见表
$

'

+

:7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表
!

!!

A=!

例皮肤毛囊炎患者病原菌分离鉴定结果

项目
球形马

拉色菌

合轴马

拉色菌

糠秕马

拉色菌

限制马

拉色菌

痤疮丙

酸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

球菌
蠕形螨 无菌生长

株数$

'

%

#!" !!! A$ 7C !!: $: C #! A!

构成比$

Q

%

#=<!= !7<"# =<!" ><"A !7<:7 #<!> !<"! #<=$ C<=C

表
$

!!

A$"

株毛囊炎患者病原菌分离部位构成$

'

$

V

%或
'

%

毛囊炎部位
球形马

拉色菌

合轴马拉

色菌

糠秕马

拉色菌

限制马

拉色菌

痤疮丙

酸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表皮葡

萄球菌
蠕形螨 合计

头部
7:

$

::<:>

%

!!

$

!#<:C

%

7

$

7<=7

%

$!

$

$:<=#

%

"

$

"<""

%

"

$

"<""Q

%

"

$

"<""

%

"

$

"<""

%

C!

面部
!!

$

A<:#

%

!>

$

!"<=>

%

:

$

#<7#

%

$

$

!<#A

%

AA

$

:$<A7

%

#

$

$<">

%

!

$

"<>A

%

#!

$

$!<$#

%

!7>

颈肩胸背
!A:

$

:7<"!

%

$A

$

C<##

%

#!

$

=<:A

%

!#

$

7<"!

%

#C

$

!!<A#

%

!7

$

7<#$

%

:

$

!<:7

%

$!

$

><7C

%

#$7

腹阴股
7C

$

7:<A!

%

#A

$

#:<$7

%

C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肢
#!

$

7C<77

%

$"

$

#!<$:

%

#

$

7<>=

%

$

$

#<!#

%

"

$

"<""

%

>

$

=<#C

%

$

$

#<!#

%

"

$

"<""

%

>7

合计
#!"

$

7#<">

%

!!!

$

!:<7$

%

:!

$

A<"C

%

7C

$

><>A

%

!!:

$

!:<=A

%

$:

$

#<7A

%

C

$

!<!!

%

:$

$

A<$$

%

A$"

A

!

讨
!!

论

毛囊炎是一种常见皮肤疾病#主要是由于毛孔或毛发的牵

拉(摩擦(搔抓引起的损伤#使寄生于皮肤表面的病原菌进入毛

囊#大量繁殖并引起临床症状'我们对
A=!

例毛囊炎患者的标

本在实验室进行了病原菌分离#结果显示其病原菌以马拉色菌

属为主#这和耿承芳等使用限制性内加酶方法鉴定结果相一

致)

#

*

#痤疮丙酸杆菌(蠕形螨(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

亦能引起毛囊炎'

马拉色菌是人类和温血动物皮肤的常见菌群#

A:Q

$

=CQ

的健康人能分离出马拉色菌)

7

*

#在一定条件下该菌可引起毛囊

炎和皮肤浅表角质层感染#严重免疫缺陷和静脉营养患者可引

起系统性感染#其致病机制主要是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高度

刺激性的代谢产物引起)

:

*

#目前#能通过生化特性鉴定的马拉

色菌有
!7

种)

>

*

'本院在毛囊炎患者中分离出
7

种马拉色菌#

体表各部位的毛囊炎均可检出#颈(肩(胸(背部检出最高#球形

马拉色菌为优势菌种'

痤疮丙酸杆菌属于人体皮肤的正常菌群#一般寄居在皮肤

的毛囊及皮脂腺中'因皮脂含有较多脂肪酸等成分#适合痤疮

丙酸杆菌的生长及繁殖#当毛囊口出现角栓#皮脂腺分泌明显

增加时#痤疮杆菌过度繁殖并分泌
(+&Y

因子参与炎症反应

引起痤疮'本院仅在面(颈(肩(胸(背部检出#有文献报道在肘

部毛囊炎检出痤疮丙酸杆菌)

A

*

'

蠕形螨是一种皮肤腐生物#寄生在人和哺乳动物的毛囊和

皮脂腺内#少量螨虫感染时通常不引起发病#当大量感染时#由

于它们的生长(繁殖对皮肤的物理刺激及其产生的排泄物蜕脱

物(死亡残体等对皮肤产生的化学刺激可诱发多种皮肤病'本

组资料显示#蠕形螨以面额部的酒渣鼻和痤疮为主#胸(背部也

是常见部位'有报道蠕形螨能引起头皮毛囊炎)

C

*

'

本次检测数据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也占

有一定的比例#虽然不多#但也是毛囊炎常见的病原菌之一'

临床上的脓性标本常分离出葡萄球菌)

=B!7

*

'此外#

C<C=Q

毛囊

炎患者未检出病原菌#除一部分诊断为嗜酸粒细胞性脓疱性毛

囊炎外#也可能存在其他病原菌感染#需进一步开展其他病原

菌检测)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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