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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感染概述



真菌与感染

真菌简介：种类繁
多，广泛存在于自
然界中

感染症状：根据感
染部位和真菌种类
不同，症状各异

诊断方法：根据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和影像学检查等
进行诊断

感染途径：通过接
触、吸入、食入等
方式传播



真菌感染分类

皮肤真菌感染：如脚气、手
癣、体癣等

免疫系统真菌感染：如白血
病、淋巴瘤等

泌尿生殖系统真菌感染：如
尿道炎、阴道炎等

指甲真菌感染：如灰指甲、
甲沟炎等

消化道真菌感染：如肠炎、
胃炎等

呼吸道真菌感染：如哮喘、
肺炎等



真菌感染的流行病学

高危人群：免疫力低下、糖尿病患者、老年人等易感人群

真菌感染的全球分布：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发病率

真菌感染的季节性：季节变化对真菌感染的影响

传播途径：接触传播、空气传播、食物传播等



真菌感染的症状与体征

皮肤感染：红斑、瘙痒、水泡、脱皮等添加标题

指甲感染：变色、增厚、脱落等添加标题

呼吸道感染：咳嗽、痰多、呼吸困难等添加标题

消化道感染：腹痛、腹泻、呕吐等添加标题

免疫系统感染：发热、乏力、淋巴结肿大等添加标题

诊断方法：皮肤活检、真菌培养、血清学检查等添加标题



真菌感染的病理学特征



真菌的形态与结构

真菌的形态：单细胞、多细胞、丝状、分

枝状等
真菌的代谢方式：好氧、厌氧、微需氧等

真菌的结构：细胞壁、细胞膜、细胞核、

细胞质等
真菌的生态习性：寄生、腐生、共生等

真菌的繁殖方式：有性繁殖、无性繁殖等
真菌的致病性：侵袭力、毒素、免疫逃避

等



真菌感染的病变过程

真菌侵入皮肤或黏
膜，形成感染灶

真菌在感染灶内繁
殖，形成菌丝和孢

子

菌丝和孢子向周
围组织扩散，形
成新的感染灶

真菌感染导致组织
损伤和功能障碍，
出现临床症状

真菌感染可引起
免疫反应，导致
炎症和组织损伤

真菌感染可引起
全身性症状，如
发热、乏力等



不同真菌感染的病理特点

消化道真菌感染：表现为
腹痛、腹泻、呕吐等，严

重时可导致肠炎

呼吸道真菌感染：表现为
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

严重时可导致肺炎

指甲真菌感染：表现为指
甲变厚、变色、变形，甚

至脱落

皮肤真菌感染：表现为红
斑、丘疹、水疱等，严重
时可导致皮肤溃烂



病理学诊断方法

显微镜检查：观察真菌形态和结构 免疫学方法：检测患者血清中的真菌抗体

培养法：培养真菌，观察其生长特性
影像学方法：通过X光、CT等检查真菌感

染部位

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真菌的DNA或RNA
组织病理学检查：观察真菌感染部位的组

织变化



真菌感染的诊断技术



直接镜检法

原理：利用显微镜
直接观察真菌形态

和结构

添加标题

优点：快速、简便、
成本低

添加标题

局限性：只能观察
表面真菌，无法检
测深层真菌

添加标题

注意事项：取样要
准确，避免污染和

损伤样本

添加标题



培养法

原理：利用真菌在特
定培养基上生长和繁
殖的特性进行诊断

步骤：采集样本、培
养、观察、鉴定

优点：准确度高，可
确定真菌种类

缺点：耗时较长，操
作复杂，需要专业人

员操作



组织病理学诊断

组织切片：获取病变组织
进行切片观察

染色技术：使用特殊染色
剂对组织进行染色，以便
更清晰地观察真菌结构

显微镜观察：使用显微
镜对染色后的组织切片
进行观察，以确定真菌
种类和感染程度

分子生物学技术：利用
分子生物学技术，如
PCR、基因测序等，对
真菌进行鉴定和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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