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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真菌性角膜炎发病率高#临床治疗比较困难#其病原学诊断和鉴定是改善疾病预后的前

提) 近年来随着地区环境和气候的不断变化#真菌性致病菌的菌属分布是否发生改变值得关注)!目的!分

析近年来华南地区真菌性角膜炎致病菌的分布状况)!方法!对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中山大学中

山眼科中心收集和培养的化脓性角膜溃疡刮取标本" "?#份进行回顾性分析#对真菌培养阳性率及致病真菌

株的种属分布进行鉴定#并评估不同年段和不同季节的变化)!结果!培养的" "?#份标本中真菌培养阳性者
/ #?#株&/ #?#例'#每年平均 /.? 株#阳性率为 "/O"0Q#其中镰刀菌属 "". 株#占 "$O/#Q*曲霉菌属 $.# 株#占
$?O./Q*禾草蠕孢霉菌属 /?# 株#占 /0O$>Q*毛霉菌属 >; 株#占 >O/0Q*弯孢霉属与青霉菌属各 ;? 株#各占
;O/>Q) $##>2$#/# 年培养的阳性菌株 ";. 株#占 ";O#?Q*$#//2$#/$ 年阳性菌株 "$> 株#占 "$O0?Q*

$#/"2$#/0 年阳性菌株 "?0 株#占 $;OP;Q) 各年段真菌检出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U$$O".#

!S#O#/')/ f" 月培养的阳性菌株 $;/ 株#占 "/O/?Q*0 f; 月阳性菌株 /P$ 株#占 $?O?"Q*. f> 月阳性菌株
$". 株#占 "#O##Q*/# f/$ 月阳性菌株 ".# 株#占 ";O;.Q*各季度间阳性菌株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U$?O/>#!S#O#/'#各种致病真菌的检出率以 /# f/$ 月最高#0 f; 月最低)!结论!中国华南地区真菌性

角膜溃疡的致病菌以镰刀菌属居首位#其次依次为曲霉菌属(禾草蠕孢霉菌属(毛霉菌属(膝曲弯孢霉菌属和

青霉菌属) 真菌感染率最高的季节是 /# f/$ 月) $##>2$#/0 年真菌性角膜溃疡仍处于高发期#但在华南地

区发病率呈下降趋势)!

$关键词%!角膜<微生物* 角膜溃疡<微生物* 真菌感染性眼病<微生物* 真菌病<微生物* 人* 华南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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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各年段真菌培养阳性率

时间 标本数 阳性数 百分比&Q'

$##>2$#/# 年 / #/P ";. ";O#?
$#//2$#/$ 年 / #/0 "$> "$O0?
$#/"2$#/0 年 / "/P "?0 $;OP;

合计 " "?# / #?# "/O"0

!!注"!$ U$$O".#!S#O#/&!$检验'

表 D6C VOV 株真菌种属及构成比

真菌类别 株数 百分比&Q'

镰刀菌属 "". "$O/#
!茄病镰孢菌 $"/ $$O##
!串珠镰孢菌 0P 0O?.
!腹孢镰孢菌 $> $O.;
!尖孢镰孢菌 /? /O0"
!梨孢镰孢菌 > #OP;
!弯孢镰孢菌 $ #O/>
!木贼镰孢菌 $ #O/>
!半裸镰孢菌 / #O/#

曲霉菌属 $.# $?O./
!黑曲霉 P? PO/#
!烟曲霉 .> .O?$
!黄曲霉 .0 .O#?
!土曲霉 $? $O"P
!构巢曲霉 ? #O0P
!杂色曲霉 $ #O/>

禾草蠕孢霉菌属 /?# /0O$>

毛霉菌属 >; >O/0

青霉菌属 ;? ;O/>

弯孢霉属 ;? ;O/>

酵母与酵母样菌属 $$ $O/#

不产孢子群 /. /O;$

帚霉属 ? #O0P

枝顶孢霉属 ? #O0P

茎点霉 $ #O/>

互隔交链孢霉 / #O/#

头孢霉属 / #O/#

尖端赛多孢霉 / #O/#

毛癣菌属 / #O/#

皮炎芽生菌 / #O/#

待鉴定菌属 // /O#?

合计 / #?# /##O##

!!真菌性角膜炎在治疗上较困难#致
盲率高) $# 世纪 P# 年代以来#中国的
调查研究报道显示南北各地的真菌性

角膜炎发生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e", #

而病原菌的确定和诊断是获得较好疗

效的前提) 近年来随着地区环境和气
候的不断变化#真菌性角膜炎的发病趋
势与致病真菌的菌属分布是否发生改

变值得关注) 本研究对广东地区化脓
性角膜溃疡患者的主要致病菌进行鉴

定#为该地区真菌性角膜炎的临床治疗
提供依据)

C6资料与方法

C4C6一般资料
对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就诊并进行致

病菌培养和鉴定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包括广东省内外其他医院转诊
的化脓性角膜溃疡病例#经角膜病灶刮
取标本共" "?#份#均由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的中心检验室进行真菌培养)
C4D6真菌培养与鉴定

采用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和<或沙
保罗培养基对病灶刮取标本进行培养#
培养温度为 $P v#相对湿度为 0#Q#培
养 . f/# N) 由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
员根据真菌菌落的外观(菌丝(孢子及
菌细胞形态等进行菌种鉴定#并登记入
册#分别按照年段和季节对培养的真菌
株数及鉴定菌种进行统计和分析)
C4E6统计学方法

采用 AdAA /#4# 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本研究中测定指标的数据

资料为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率进行表
达) 采用多个分组单因素分析的研究
方法#不同年段和不同季节真菌培养阳
性菌株和阳性率的总体差异比较采用

!$检验) 检验水准 "U#O#?)

D6结果

D4C6真菌培养
" "?# 份标本中共培养出真菌菌株

/ #?#株#每年平均 /.? 株#阳性率为
"/O"0Q) 按每 $ 年分组后发现 $##>2
$#/# 年真菌阳性率最高#$#/"2$#/0
年真菌阳性率最低#" 个年段培养的阳
性株数比例依次为/ h#O># h#O>;#组间
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U
$$O".#!S#O#/'&表 /')
D4D6培养阳性真菌株的分类

培养的 / #?# 株阳性菌株中 // 株
未确定种属#其他 / #"> 株共分为 /; 个
菌属&表 $')
D4E6培养阳性真菌株的季节分布

按季度进行分期后发现#/# f/$
月真菌培养阳性率最高#0 f; 月真菌
培养阳性率最低#各季度间总体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U$?O/>#!S#O#/'
&表 "')

表 E6真菌培养阳性株与阳性率的季节分布

季节 标本数 阳性株 阳性率&Q'

/2" 月 P"P $;/ "/O/?
02; 月 ./" /P$ $?O?"
.2> 月 .># $". "#O##
/#2/$ 月 / ##> ".# ";O;.

合计 " "?# / #?# "/O"0

!注"!$ U$?O/>#!S#O#/&!$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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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6各角膜致病真菌菌属的季节分布+#&W',

菌属 /2" 月 02; 月 .2> 月 /#2/$ 月 合计

镰刀菌属 P$ &$0O""' ?> &/.O?/' ;0 &/PO>>' /"$ &">O/.' "".

曲霉菌属 ;. &$0OP/' 0/ &/?O/>' .. &$PO?$' P? &"/O0P' $.#

禾草蠕孢霉菌属 "P &$?O""' "# &$#O##' "0 &$$O;.' 0P &"$O##' /?#

毛霉菌属 $. &$PO/"' /? &/?O;"' $/ &$/OPP' "" &"0O"P' >;

青霉菌属 // &/;O>$' . &/#O..' /. &$;O/?' "# &0;O/?' ;?

弯孢霉属 $# &"#O..' /0 &$/O?0' // &/;O>$' $# &"#O..' ;?

酵母与酵母样菌属 ? &$$O."' . &"/OP$' $ & >O#>' P &";O";' $$

其他 // &$0O00' > &$#O##' // &$0O00' /0 &"/O//' 0?

D4N6真菌性角膜溃疡致病菌的季节分布
各角膜致病真菌菌属的季节分布见表 0#各种致

病真菌检出率以 /# f/$ 月最高#0 f; 月最低)

E6讨论

中国近 "# 年来真菌性角膜炎的发病率逐年上升)
本研究中真菌培养结果显示#近 ; 年间平均每年的阳
性致病菌株为 /.? 株 &/.? 例'#高于文献报道的结
果

+/e0, #仅低于邓先明等 +?,
报道的 / 年内角膜真菌感

染达 "$0 例的结果#说明真菌性角膜炎仍处于高发期#
其原因可能有"&/ '中国处于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
域#气候温热#湿度较大或适中#有利于各种真菌的生
长繁殖*&$'中国是人口大国#角膜外伤#特别是与农
业劳作有关的植物性外伤仍然是真菌性角膜感染的主

要诱因
+$, *&"'近年来医务人员对真菌性角膜感染更

加重视#且诊断技术不断提高*&0'一些角膜病患者或
受国情与民情的影响#多到大型医疗机构接受诊治)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角膜病患者除主要来源于广

东省及华南各省外#还有来自江西省(贵州省(湖南省(
湖北省等地的患者#故病例的地区分布相对集中) 上
述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与近几年来真菌性角膜炎的高发

状态有关)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致病真菌培养的阳性
率逐年下降#培养的阳性株数在统计的 " 个年段基本
持平且有微弱减少的趋势#提示目前华南地区真菌性
角膜炎逐年增加的趋势开始得到遏制#可能与中国国
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卫生和
空气质量的不断优化(农业人口比例因城镇化而逐渐
下降(农业生产转型及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植物性
外伤有所减少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真菌培养阳性株数与阳性率以
及致病菌属的阳性株百分比均于 /# f/$ 月最高#/ f"
月次之&仅曲霉菌属(青霉菌属例外'#说明华南地区
/# f/$ 月是真菌性角膜感染的高发季节#与北方地区
相同#其次是 / f" 月#而北方是 . f> 月#二者不
同

+"#;, #这与我国南北地区/# f/$月处于农忙季节(植

物性外伤较多有关) 另一方面#由于南
方的秋季与秋收时令比北方持续时间

长#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与海南省
的/ f" 月气候保持温湿适中#有利于各
种真菌的生长繁殖*此外#由于华南地
区秋收秋种时间较长而患者延迟就诊

等原因#故华南地区的/ f" 月依然是角
膜真菌感染较多的季节)

角膜致病真菌的菌属与地域(气候
和国情有关

+.eP, ) 迄今已发现角膜炎的致病真菌达 .#
种之多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华南地区致病真菌有 /;
属 "# 种#其中丝状真菌占 >.O>Q#而酵母菌及类酵母
菌属占 $O/Q#与孙旭光等 +",

的报道吻合) />>P 年#卢
嘉彪等

+/,
研究显示#广州地区以曲霉菌和镰刀菌为主

要的致病丝状真菌#此后 $# 年来#南北各地的文献报
道均显示镰刀菌属为首位的致病真菌#其中茄病镰
刀菌占大多数#其次为曲霉菌属) 北方地区镰刀菌
属感染率为 ?/O/Q f."O"Q#曲霉菌属为 /$O/Q f
$#O?Q +"#;#/#e/", *华 南 地 区 镰 刀 菌 属 占 $.O;Q f
0?O"Q#曲霉菌属占 $#O"Q f"#O;Q +0#/0e/., #而本研究
结果显示镰刀菌属占 "$O/#Q#曲霉菌属占 $?O./Q#
可见中国北方地区镰刀菌属感染率明显高于南方#而
曲霉菌属感染率则南方稍高于北方) 此外#最近有报
道显示链格孢菌的角膜感染率上升至第 $ 位 +?, #而原
居于第 $ 位的曲霉菌则有下降趋势) $# 世纪 ># 年代
以来#曾报道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居于角膜感染率第 "
位(第 0 位的致病真菌是青霉菌和弯孢霉菌 +?#., #而最
近报道的则是交链孢霉(不产孢子群(念珠菌或枝顶孢
霉属等

+"#;#/", ) $# 世纪 ># 年代以来#曾报道南方地区
居于第 " 位(第 0 位的感染菌是弯孢霉菌(青霉菌属或
毛霉菌

+0#.#/., #而本研究中发现近 ; 年居于第 " 位(第
0 位的感染菌是禾草蠕孢霉菌属和毛霉菌属#弯孢霉
属和青霉菌属已退居为第 ? 位) 由此可见#我国华北(
华中及华南地区新进入的第 " 位(第 0 位致病菌属有
多种#各文献报道的差异较明显#可能与中国南北地
域(气候环境因素不同等存在一定差异有关) 但由于
目前的文献报道及报道中的病例数较少#因此相关的
结果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华南地区经真
菌培养诊断的真菌性角膜炎仍处于高发期#但发病率
并非逐年上升#而是基本持平#且检出的阳性菌株率呈
下降趋势#说明真菌性角膜炎的发病未出现继续上升
的趋势) 华南地区人群中真菌性角膜炎的发病高峰季
节是 /# f/$ 月#其次是 / f" 月) 各种致病真菌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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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高峰季节也是 /# f/$ 月#主要致病真菌是镰刀菌
属和曲霉菌属#其次是禾草蠕孢霉菌属和毛霉菌属#弯
孢霉属和青霉菌属则居于第 ? 位) 各研究报道的中国
南北地区第 " 位(第 0 位的致病菌不甚一致#凸显多种
真菌种属的致病率呈上升趋势) 镰刀菌和曲霉菌性角
膜炎的治疗预后较差

+/P, #而致病真菌种类更加复杂多
样的状况将为真菌性角膜炎的临床诊治带来更严峻的

挑战#需要临床医师进一步关注或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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