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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真菌学的发展

温　海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皮肤性病科，上海２００００３）

［摘要］　医学真菌学是真菌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包括了与医学相关的致病真菌与真菌病的研究。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医

学真菌学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重视。我国医学真菌学近年来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和进步，本文对我国医学真菌学的发展作一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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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真菌学（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ｙｃｏｌｏｇｙ）是真菌学（ｍｙ
ｃｏｌｏｇｙ）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包括了与医学相关
的致病真菌与真菌病的研究。随着真菌感染发病率
的迅速增加和病死率的居高不下，医学真菌学作为
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近年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

普遍重视，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虽然我国在该领
域起步较晚，且和国外研究的进展相比还有相当距
离，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国各地几代医学真菌
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医学真菌学的研究工
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流行病学、临床诊断治疗学、
发病机制、免疫学与分子生物学诸多方面取得了许
多显著的成绩。

１　中国医学真菌学发展的促进因素

　　真菌感染发病率的迅速增高，尤其是深部真菌

感染的发病率的升高和病死率的居高不下是医学真

菌学受到广泛重视的重要原因。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美
国４９所医院连续７年的监测资料显示：念珠菌败血
症在医院感染败血症中居第４位，仅次于凝固酶阴
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球菌，病死率则居
首位［１］。国内近１０余年来，条件致病性真菌感染亦

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念珠菌感染居首位，占败血症
的第４位，侵袭性曲霉病已成为器官移植患者特别
是骨髓移植患者常见的合并症；隐球菌脑膜炎在我
国人群中也并非少见。据统计，近２０年来深部真菌

感染率上升了约４０倍，而且病死率高，占住院患者
病死率的２９％（无真菌感染者仅占１７％）［２］。

　　真菌感染发病率的升高是伴随着整个医学科学
的发展而发生的。真菌感染的高发病率与免疫抑制
剂、广谱抗生素的大量应用，导管、插管的普遍开展，
放疗、化疗、器官移植的广泛进行，免疫抑制患者尤
其是ＡＩＤＳ患者的不断增加密切相关。深部真菌感
染患者中常见的基础疾患为 ＨＩＶ感染（４７．７％）、恶
性肿瘤（１４．７％）、糖尿病（９．９％）、慢性肺部疾患
（９．３％）、腹部和心脏手术（７．６％）、淋巴瘤（４．０％）、
白血病（３．１％）、透析（３．１％）和器官移植（１．３％）
等［３］。

　　我国医学真菌学的发展与全世界对医学真菌学
的日益重视同样密不可分。目前每年国际上有关于
医学真菌的论文高达近千篇，其中许多文章发表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ＰＮＡＳ等高影响因子的
期刊。国际人与动物真菌学会的专业期刊 Ｍｅｄ
Ｍｙｃｏｌ的影响因子也不断升高，其他医学真菌学专
业期刊也在快速发展。

２　我国医学真菌学发展的现状

２．１　起步虽晚，起点不低　虽然我国医学真菌学的
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在很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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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每年均有第一作
者为中国人的文章被国外期刊采用，每年均有２项
以上医学真菌学研究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还有许多课题获得省部级基金的支持。陆续
有一些较高水准的医学真菌学专著问世，如《临床真
菌学》、《真菌感染学》、《临床真菌病学图谱》、《真菌
病学》等，为医学真菌学的普及和提高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２０００年由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和中
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联合申报的“真菌病的
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还有许多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一等奖。

　　我国医学真菌学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队伍不断扩
大，素质不断提高。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若干个医
学真菌学的医教研中心，如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
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医学

真菌中心，并在念珠菌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真菌与真菌病研究中心在暗色真

菌及丝状真菌的研究方面引人瞩目；第二军医大学
长征医院皮肤科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在隐球菌的基础

和临床研究方面成果累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中山大学附
属孙逸仙纪念医院、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四院等也是
以医学真菌学作为其传统优势学科。近年来，第三
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山大学附属三
院、山东省立医院等在医学真菌学方面亦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

２．２　研究范围日益广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目前
能够开展临床真菌学检查的医院和科室的数量在快

速增长，基本覆盖了全国主要三级甲等医院。国内
以医学真菌学为主攻方向的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近

１０家，硕士点更是高达几十家，培养了大量的医学
真菌学专业高层次研究人员。每年在各地举办数个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医学真菌学新进展学
习班，还经常性举行国际性和全国性医学真菌学学
术研讨会。如中韩国际真菌病学术会议自１９９７年
开始已经连续召开了５届，下一届将于今年１０月于
韩国首都首尔召开，中国的医学真菌学研究受到了
世界的重视。２００５年国内陆续举行了深部真菌感
染学术会议及医学真菌学术会议，参会人数众多，参
展厂家踊跃。

　　目前国内医学真菌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了真菌病
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病机制的探讨，疑难真菌病的发
现和诊治，抗真菌药物的体内外评价，病原真菌的生

态学研究以及新技术在医学真菌学研究领域的应用

等，特别是致病真菌与宿主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近
年来受到了广泛重视。这些研究领域基本涵盖了医
学真菌学的各个方面。在分子医学日新月异的今
天，我国医学真菌学工作者们不甘落后，奋起直追，
及时将研究开展到基因和分子水平，将分子诊断、基
因分型、ｃＤＮＡ文库、ＲＴＰＣＲ、分子克隆、原位杂交、
探针筛选、基因芯片、基因敲除、ＤＮＡ测序等新技术
应用到医学真菌学中，许多创新性论文在国际知名
期刊上发表，使我国在国际医学真菌学研究领域的
地位不断提高。

３　《中国真菌学杂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真菌
学的新发展

　　随着我国医学真菌学的发展，有关真菌与真菌
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论文每年都有１０００多篇，
而且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是，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
一本医学真菌方面的专业期刊，这些论文不得不分
散发表在近百种不同的期刊上，这一现象严重阻碍
了本专业的学术交流。由于专业分类上的差异，有
相当部分作者不知该将自己的论文投向何种期刊，
另一方面又由于编委专业不对口而致使许多质量较

高的真菌方面的论文不能被采用。医学真菌专业论
文刊登在近百种期刊上，这对于广大要订阅或查找
真菌病学文献的医务工作者来说都非常不便。

　　２００５年８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第二军
医大学长征医院主办我国医学真菌学的第一本专业

期刊———《中国真菌学杂志》（ＣＮ３１１９６０／Ｒ，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３８２７），双月刊，逢双月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
这本期刊的创办受到了国家各个学会及广大医学工

作者的普遍欢迎和重视，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
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院士担任名誉
主编并题词祝贺。第一届编委会的组成人员有近

７０人，包括了我国医学真菌学研究的老前辈以及基
础与临床各学科的本专业资深研究人员。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２５～２６日，《中国真菌学杂志》在上海召开了
创刊仪式暨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参加创刊仪式的有
主办单位、主管单位的领导，有上海市医学会、卫生
局、新闻出版局及各个兄弟期刊、医院的主编、院长；
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会长陈可冀院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总政治
部新闻出版局局长均发来了贺信与贺辞；上海东方
电视台、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均进行了相关报道。经
过与会编委与领导的广泛探讨，把期刊定位于：贯彻
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主要报道我国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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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特别是医学真菌学的最新研究进展，内容涉及基
础医学及临床医学中的大部分专业，以从事皮肤、感
染、血液、呼吸、器官移植、肿瘤、急救、创伤、检验等与
真菌感染专业有关的中高级医务人员和从事微生物

学、分子生物学及药学等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为主要
读者群，是真菌学工作者之间交流的窗口和平台。

４　中国医学真菌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的方向

　　虽然说我国医学真菌学成果卓著，总体学术水
平在逐年提高，但各地的发展仍很不平衡，不少地区
的医院尚未开展真菌学常规检查；临床真菌检验技
术力量偏弱，人员也不足，致使开展真菌病临床与科
研的根基不稳；近些年没有全国性设计严谨的真菌
病流行病学调查，也没有进行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试
验的室间质控标准研究。另一方面，对一些重要医
学真菌或常见真菌病尚缺少整体的多层次系统的研

究和探讨；有些真菌传统优势科室开始出现学术断
档、后继无人的现象；医学真菌研究各中心或科室之
间缺乏相互间的学术沟通和合作；真菌检验以及药
敏试验的试剂盒尚没有国产化。

　　这些问题已经受到了国内医学真菌学工作者的

重视。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已经成立了医学真
菌学专业组，将对我国的真菌检验工作者进行统一
的培训及颁发上岗证书；国家级真菌学参比实验室
也正在筹建中；与国际同行的联系和沟通正在日益
加强，许多研究人员开始参与国际性的合作研究。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虽然我
国医学真菌学研究工作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还需要
研究者们不断努力拼搏，勇创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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