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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十二节真 菌 1.真菌分单细胞真菌和多细胞真菌两类，培养用沙氏培养基培养。
 2.皮肤癣真菌常见的种类有3种，可引起皮肤癣，侵犯皮肤毛发和甲板。
白假丝酵母茵（白念珠菌）的生物学性状呈圆形或者卵圆形，革兰阳性，微生物学检查为直接镜检发
现假菌丝和厚膜孢子可帮助诊断。
新生（型）隐球菌的致病物质为荚膜。
微生物学检查为直接镜检脑脊液离心，沉淀涂片，圣汁复染。
 一、概述 1.真菌及其分类 （1）真菌（Fungus）在生物学分类上属于藻菌植物中真菌纲，具真核细胞
型的微生物，它们在自然界分布广泛，绝大多数对人有利，如酿酒、制酱、发酵饲料、农田增肥、制
造抗生素、生长蘑菇、食品加工及提供中草药药源（如灵芝、茯苓、冬虫夏草等，都是真菌的产物或
本身或利用真菌的作用所制备的）。
 （2）对人类致病的真菌分浅部真菌和深部真菌，前者侵犯皮肤、毛发、指甲，为慢性，对治疗有顽
固性，但影响身体较小，后者可侵犯全身内脏，严重的可引起死亡。
此外有些真菌寄生于粮食、饲料、食品中，能产生毒素引起中毒性真菌病。
 2.形态与结构 （1）真菌形态分单细胞和多细胞两类；单细胞真菌主要为酵母和类酵母菌（如隐球菌
、念珠菌）呈圆形或椭圆形。
多细胞真菌由菌丝和孢子组成，菌丝分支交织成团形成菌丝体（Mycelium），并长有各种孢子，这类
真菌即一般称为霉菌（Mold）。
 （2）真菌细胞结构比细菌复杂，细胞壁缺乏构成细菌胞壁的肽聚糖，其坚韧性，主要依赖于多聚N
一乙酰基葡萄糖构成的甲壳质（Chitin）。
并含葡聚糖，甘露聚糖及蛋白质，某些酵母菌还含类脂体。
细胞内有较为典型的核结构和细胞器。
 3.培养特性 真菌能分泌酶使有机物降解成可溶性营养成分，吸收至细胞内进行新陈代谢。
大多数真菌营养要求不高，在沙保培养基（含4％葡萄糖1.0％蛋白胨pH4.0～6.0），22～28℃生长良好
。
大多于1～2周出现典型菌落。
 4.致病性 （1）真菌性感染：主要是外源性感染，浅部真菌有亲嗜表皮角质特性，侵犯皮肤、指甲及
须发等组织，顽强繁殖，发生机械刺激损害，同时产生酶及酸等代谢产物，引起炎症反应和细胞病变
。
深部真菌。
可侵犯皮下、内脏及脑膜等处，引起慢性肉芽肿及坏死。
 （2）条件性真菌感染：主要是内源性感染（如白念珠菌），亦有外源性感染（如曲霉菌）。
 （3）过敏性真菌病：系在各种过敏性或变态反性疾病中，由真菌性过敏原（如孢子抗原）引起过敏
症，如哮喘、变态反应性肺泡炎和癣菌疹等。
 （4）真菌毒素中毒症：真菌毒素已发现100多种，可侵害肝、肾、脑、中枢神经系统及造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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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推荐辅导用书:临床执业医师应试宝典(2013)》紧扣考试大纲，内容全面，重
点突出，准确把握了考试的命题方向，有的放矢，是复习应考的必备辅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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