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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真菌广泛分布于地球表面，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
已被描述的真菌约有17万种，其中可引起人类疾病的至少有300种，给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威胁，降低了
患者的生存质量。
目前，真菌病的构成比正在发生变迁，某些真菌病发病减少、甚至消失；而原来的非致病性真菌却出
现感染人类导致真菌病的情况；地区性真菌病也有跨地区散发的报道。
这些变化都应该引起临床工作者的足够重视.近20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艾滋病、恶性肿瘤等
疾病的增多，化疗药、广谱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药等药物的广泛使用甚或滥用，以及人工
导管、器官移植等多种有创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得真菌感染的发生率明显上升。
有文献报道，由真菌引起的医院内感染呈明显上升趋势。
在美国，真菌病占所有感染性疾病死亡的比例由1980年的第10位上升到1997年的第7位，真菌败血症病
例数从1979年到2000年上升了1倍，真菌感染的防治工作已经成为当今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
真菌病学属于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部分医务工作者对其认识尚不足，尤其在缺乏相应实验条件和技
术的医院，真菌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受到影响。
实验室诊断在确定真菌感染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的真菌感染诊断方法有真菌镜检、培
养、组织病理学检查等。
近年来，血清学诊断和分子生物学诊断等技术逐渐显示出优越性，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更好的
新技术服务于临床。
抗真菌药物在真菌病的治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之出现的真菌耐药问题，已经引起了临床
医生和研究者的注意。
以念珠菌病的主要病原体为例，白念珠菌对氟康唑耐药的菌株近十年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因耐药菌株
感染导致的治疗失败与日俱增，耐药菌株感染的治疗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系统性真菌感染多伴发某些严重的系统性疾病和免疫缺陷性疾病，治疗困难，病死率高。
对于某些易感人群的预防性用药，已经有学者进行尝试和总结，其方案尚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新一代抗真菌药物的研发及新治疗方案的制定，都在向着最佳治疗效果、最小不良反应的目标迈进，
以期尽量减轻患者负担，提高生存质量。
真菌病涉及临床多个科室，且表现复杂，顽固难愈。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在真菌病的防治中显得尤为重要，要做到一个“早”字，必须对真菌
病有足够的重视和对相关知识的充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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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临床真菌病学》共2章。
第1章论述了与临床密切相关的真菌学基础，包括真菌感染的实验室诊断、抗真菌药物敏感试验和真
菌耐药机制。
第2章系统介绍各种真菌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和治疗。
《实用临床真菌病学》在全面介绍真菌病的传统诊疗方法基础上，突出抗真菌新药的临床应用，内容
新颖，方法实用，可供临床各科医师和检验科医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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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总论第四节 抗真菌药物自发现第一个抗真菌抗生素灰黄霉素以来，抗真菌药物领域已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已有各种抗真菌药物相继应用于临床，它们有着不同的作用机制和治疗效果，这些药物对真菌病的防
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药物疗效、不良反应、耐药性的问题，临床对新型抗真菌药物的需求仍很大。
近年来抗真菌药物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两性霉素B脂质体的出现，降低了传统制剂的不良反应
；新型三唑类药物不但抗菌活性强，且抗菌谱较宽；棘白菌素类药物具有独特的作用机制，即作用于
真菌细胞壁，因此不良反应较少。
目前常用的抗真菌药物根据不同的作用机制可分为：①作用于真菌细胞膜，干扰真菌细胞膜麦角固醇
的合成（如唑类、丙烯胺类和吗啉类）；损害细胞膜脂质结构及其功能的药物（如多烯类）；②影响
真菌细胞壁合成的药物（如卡泊芬净）；③干扰真菌核酸合成的药物（如氟胞嘧啶、灰黄霉素）；④
作用机制尚未明确的药物（如碘化钾等）。
按抗真菌药物结构类型的不同分为：①唑类（包括三唑类和咪唑类，如氟康唑、酮康唑、伊曲康唑、
益康唑、咪康唑等）；②丙烯胺类（特比萘芬、萘替芬等）；③吗啉类（阿莫罗芬等）；④多烯类（
两性霉素B、制霉菌素等）；⑤棘白菌素类（卡泊芬净、米卡芬净等）；⑥其它类（灰黄霉素、氟胞
嘧啶、碘化钾、环吡酮胺等）。
以下按后述分类方法对现有临床常用和新近上市的部分抗真菌药物作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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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临床真菌病学》讲述了近20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艾滋病、恶性肿瘤等疾病的增多，
化疗药、广谱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药等药物的广泛使用甚或滥用，以及人工导管、器官移
植等多种有创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得真菌感染的发生率明显上升。
有文献报道，由真菌引起的医院内感染呈明显上升趋势。
在美国，真菌病占所有感染性疾病死亡的比例由1980年的第10位上升到1997年的第7位，真菌败血症病
例数从1979年到2000年上升了1倍，真菌感染的防治工作已经成为当今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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