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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真菌学》内容包括了医学真菌的各个方面，如真菌及酵母的形态和分类、常见真菌病的诊断及
处理、真菌标本的取材和检验、真菌病理、真菌病的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以及抗真菌药的研究进展等
。

温海和李若瑜主编的《医学真菌学》不仅可以作为医学真菌亚专业培训班的培训教材，也可以作为临
床医师、检验人员以及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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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抗真菌药物现状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加大，一些医疗手段
的影响，恶性肿瘤、艾滋病和糖尿病等患病率的增加，以及真菌致病病原体的变异，真菌病对人类的
危害越来越大。
对真菌病治疗手段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抗真菌药物的开发和临床应用上。
理想的抗真菌药物应该是只作用于真菌特有的结构或代谢过程，而不影响宿主，这样才能提高抗真菌
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目前，临床应用的抗真菌药物在有效控制致病真菌感染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种类较少，抗菌谱不
够广，且多数药物仅具抑菌作用，存在不良反应，难以满足临床治疗的需要。
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一代高效、广谱、低毒的抗真菌药物。
目前，国际上新型抗真菌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主要集中在降低多烯类抗真菌药物的毒副作用；对三唑类
抗真菌药物进行改造和优化；筛选新结构和新作用机制的药物。
 一、多烯类抗真菌药物 两性霉素B具有广谱抗真菌活性和强大的杀真菌作用，是治疗危重深部真菌病
患者的首选药物。
但因其不良反应较大，限制了它在临床中的应用，至今还没有一个抗真菌的药物能够完全代替它。
经过研究改造，开发出来了脂质体两性霉素B，它在保持两性霉素B强大的杀菌活性同时能更好地发挥
抗真菌作用，并显著降低其不良反应，且不需再忌惮剂量问题。
还有科学家将游离制霉菌素包裹在多层脂质中，研制出注射用脂质体制霉菌素（liposo—mal nystatin）
，在降低其肾毒性的同时仍保留其抗菌活性。
 二、唑类抗真菌药物 最早应用的克霉唑和咪康唑的化学结构中均带有咪唑基，称之为咪唑类抗真菌
药物，具有广谱抗真菌作用，但其系统用药疗效差，毒副反应大，目前仅供外用。
但其类似结构的化合物一直是最集中的研发思路，先后上市了多种类似药物，包括益康唑、异康唑、
酮康唑、噻康唑、联苯苄唑、奥昔康唑、氟曲康唑、拉诺康唑、卢立康唑等，绝大多数仅供外用，只
有酮康唑既可口服又可外用，其口服对于深部真菌病，特别是系统性念珠菌病，有很好的效果，但酮
康唑对人类的细胞色素P450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会产生肝毒性和影响类固醇代谢，限制了它的系统
使用，目前多局部外用。
 氟康唑和伊曲康唑对真菌细胞色素P450酶具有高度亲和力，降低了毒副反应，抗菌谱广，使系统真菌
病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由于氟康唑和伊曲康唑的化学结构中均含有三唑结构，称之为三唑类抗真菌药物。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研究重点由咪唑类转向三唑类化合物。
随着新的致病菌和耐药菌株的出现和增多，新的三唑类抗真菌药物如伏立康唑、泊沙康唑、雷夫康唑
（raVuconazole）相继问世，克服了第一代三唑类药物生物利用度低及耐药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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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的交叉与进步，尤其是随着整个医学的发展和客观需要
，医学真菌亦应运发展。
我国的医学真菌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广大从事真菌病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医学真菌学已取得
长足的进步。
为了更好地普及真菌及真菌病的知识，提高诊治真菌病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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