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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做好考前复习工作，特组织国内有关专家、教授编写了《2010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指导》皮肤与性病学部分。
本书根据最新考试大纲中的具体要求，参考国内外权威著作，将考试大纲中的各知识点与学科的系统
性结合起来，以便于考生理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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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念珠菌性肉芽肿基本损害为结节、肉芽肿，表面可发生溃疡。
皮疹好发于面部、头皮及肢端，可呈疣状增生，可高出皮肤表面2cm以上。
表面有厚而黏着的棕黄色痂，形如皮角，多见于伴有细胞免疫缺陷的慢性皮肤黏膜念珠菌病患者。
　　7.系统性念珠菌病为念珠菌侵犯内脏器官所致。
支气管和肺念珠菌病最常见，常继发于口腔感染或血行播散。
临床症状与一般肺部感染相似，但用抗生素治疗无效。
消化道念珠菌病主要为食管炎及肠炎。
泌尿道念珠菌病表现为尿路刺激症状，尿液浑浊有絮状物，严重时可影响肾功能。
念珠菌性心内膜炎常由白念珠菌以外的念珠菌引起，类似于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的表现.还可有念珠
菌性脑膜炎，症状与一般脑膜炎相同，严重时可发生脑脓肿和脑血栓。
　　8.播散性念珠菌病有念珠菌性败血症和皮肤、黏膜等多个系统感染。
血、尿、脑脊液及胸腹水培养均可阳性。
　　（实验室检查）　　1.真菌学检查采集自病变部位的标本直接镜检可见成群芽孢和假菌丝。
多数假菌丝存在说明念珠菌大量繁殖，如果仅有少数芽孢不能说明问题。
在念珠菌正常分布区，真菌培养须3次以上阳性，且为相同菌种，方能确定为致病菌。
播散性念珠菌病血培养阳性有助于诊断。
用改进的溶解离心法可提高阳性率。
　　2.组织病理改变发现念珠菌假菌丝及孢子可以帮助确诊。
皮肤浅表病变可见角层下脓疱，角层内有假菌丝及孢子，真皮浅层有淋巴细胞和嗜中性白细胞浸润。
念珠菌性肉芽肿内有多数淋巴细胞组织细胞浸润；浆细胞及多核巨细胞。
在坏死区内可见假菌丝及孢子，系统性念珠菌病有菌丝侵入组织。
　　3.血清学方法ELISA法或AB-ELISA法检测念珠菌多糖抗原对于部分系统性和播散性念珠菌病的诊
断更为及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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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皮肤与性病学》适用专业皮肤与性病学.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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