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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霉素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发现到目前的近

百年来#抗菌药物被广泛应用#但矛盾也日渐突出#广

谱耐药的超级细菌不断出现#真菌感染特别是深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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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空气污染)抗菌药物滥用)人口老龄

化等因素影响#老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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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在不断增高#而

肺部真菌感染的人数也在大幅度增加(由于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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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老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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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感染是准确性较高的指标(

本研究特异度与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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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差别#这可能与抽

样有关(研究显示血清&

'

#

)

'

%

(

%:

葡聚糖检测在实验

组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组#对老年性
$\8:

真

菌感染患者进行血清&

'

#

)

'

%

(

%:

葡聚糖检测特异度较

强#因此出现阳性时提示应及时进行抗真菌治疗#而

在试验阴性时#不能排除真菌感染的可能性#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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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肺通气不畅#再

加上老年人免疫力低下#抵抗力弱#更易受到真菌的

侵袭性感染#且由于患有阻塞性肺病#造成病情发展

较快)隐匿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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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有限#耐药问题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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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快速准确的诊断手段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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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早发现)尽早规范化治疗真菌感染#能减

少医疗资源浪费#为患者减轻痛苦#节约治疗资金#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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