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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上海和洛阳地区甲真菌病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半定势调查问卷对上海和洛阳地区的甲

真菌病患者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研究。结果：洛阳地区共调查９６人，男４１例（４２．７％），女５５例（５７．３％）；上海地区共调查

１１８人，男５２例（４４．１％），女６６例（５５．９％）。从甲真菌病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严重程度赋值显示：在主观健康感受、情感受

影响、思维受影响、社交障碍四方面，洛阳地区的患者所受的影响均大于上海地区。两地区的共同点为：甲真菌病对４１～５０岁

年龄组，病程１～５年的患者，教育程度较高的患者生活质量影响较大。结论：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等多方面的差

异，不同地区甲真菌病患者生活质量受影响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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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真菌病是皮肤科的一种常见浅部真菌病，它
占到所有甲病的５０％以上，并且随年龄的增长，发病
率逐渐升高［１］。以往多认为甲真菌病只是一个美容
问题，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及社交活动的增多，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要求亦
不断提高，甲真菌病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也逐渐
引起人们的重视［２５］。关于甲真菌病生活质量调查
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我们于２００６年在洛阳和上
海地区分别开展了对甲真菌病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

调查研究，以观察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
的不同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对甲真菌病患者生活质量

影响的差异。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次调查研究参考了Ｄｒａｋｅ
等［６］开发的国际通用调查问卷，在专科医生的参与
下制定。调查问卷主要由患者的一般资料以及与甲
真菌病相关的生活质量问题两部分组成。一般资料
包括：诊断依据、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病程、
病甲情况、治疗情况、用药时间、目前病情以及有无
其他疾病。与甲真菌病患者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调
查问卷主要以问题的形式进行，分别从患者的主观
健康感受、情感受影响、思维受影响以及社交障碍四
方面进行调查，每一方面代表问卷的一个因子。主
观健康感受因子包括４个问题：（１）患者对自身健康
的整体感受；（２）患者认为甲病会影响身体健康；（３）
甲病对患者工作的影响；（４）患者因为甲病而感到疼
痛。情感受影响因子包括３个问题：（１）患者因甲病
感觉情绪低落；（２）患者担心自己的甲病有传染性；
（３）患者认为没有什么药能治好自己的甲病。思维
受影响因子包括５个问题：（１）患者觉得其他人注意
到自己的病甲；（２）患者觉得别人看到自己的病甲时
不愉快；（３）患者认为别人害怕被传染上甲真菌病；
（４）患者必须经常主动向别人解释自己的甲病；（５）
患者曾经有意识不暴露病甲。社交障碍因子包括３
个问题：（１）社交活动时甲病使患者感到尴尬；（２）社
交活动中曾经有人问到自己的甲病；（３）患者认为甲
病影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除个别问题外，其中
的大部分问题采用５级评分法，根据甲真菌病对患
者生活质量影响的严重程度分别赋值为１～５分，赋
值越高则表示受影响程度越大。该问卷设计为他

评、半定势问卷，由医生逐一询问患者后给出
评分。　　　
１．２　调查对象　我们于２００６年对上海和洛阳地区
门诊的甲真菌病就诊患者进行了生活质量调查，入
选条件要符合甲真菌病的诊断标准：（１）典型的临床
症状和体征；（２）真菌镜检／培养阳性。洛阳地区９６
例，上海地区１１８例甲真菌病患者被纳入调查对象。
首先由医生亲自向患者解释本次调查的目的，在取
得患者本人的同意后，再由医生逐项询问，并最终给
出评分结果。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组资料采用了ＳＰＳＳ１０．０统
计软件，由独立于该调查研究以外的统计人员进行
统计分析。对于不同的数据类型采用相应的统计分
析方法。计量资料采用珚ｘ±ｓ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
料采用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计量资料和等级
资料的两组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计数资料
的两组比较采用χ

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以
上所有的假设检验都是双侧检验，以０．０５作为检验
水准，Ｐ＜０．０５认为两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上海地区１１８例甲真菌病患者中，
男５２例（４４．１％），女６６例（５５．９％）。洛阳地区９６
例甲真菌病患者中，男４１例（４２．７％），女５５例
（５７．３％）。两组性别比例无明显差异。年龄：两地区
均以４１～５０岁年龄段的患者居多，比例分别为上海

３１例（２６．３％），洛阳２７例（２８．１％）。职业：洛阳地
区以工人和农民的患病率最高，分别占 ２４ 例
（２５．０％）和１１例（１１．５％）。上海地区以工人、办公
室人员和服务人员的患病率最高，分别占２５例
（２１．２％）、２４例（２０．３％）和２０例（１６．９％）。教育程
度：洛阳和上海地区均以高中学历的甲真菌病患者
数最 多，分 别 占 总 数 的 ３５ 例 （３６．５％）和 ４３
例（３６．４％）。

２．２　两地区甲真菌病患者的一般情况　洛阳地区
指甲受累者占４８例（５０．０％），趾甲受累者占６５例
（６７．７％），指／趾甲共患率为１７例（１７．７％）。上海
地区指甲受累者占７０例（５９．３％），趾甲受累者占７９
例（６６．９％），指／趾甲共患率为３１例（２６．３％）。就
感染具体部位而言，洛阳和上海地区均以左侧指／趾
甲患病率高于右侧：洛阳地区左右手患病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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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例（３４．４％）和２５例（２６．０％），左右脚患病率分别
为４８例（５０％）和４５例（４６．９％）；上海地区左右手
患病率分别为５９例（５０％）和３７例（３１．４％），左右
脚的 患 病 率 分 别 为 ６５ 例 （５５．１％）和 ６２ 例
（５２．５％）。在洛阳地区和上海地区发病率较高的受
累甲均为大拇指和大足趾。

　　甲真菌病病程：洛阳地区就诊患者的病程明显
少于上海地区的患者（Ｐ＜０．０１），其中以１年内者最
多，占４３例（４４．８％），＞５年者仅占１０例（１０．４％）。
上海地区就诊患者病程在 １～２ 年者占 ２４ 例
（２０．３％），２～５年者占４３例（３６．４％），＞５年者占

３１例（２６．３％）。上海和洛阳地区不同病程对甲真菌
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如表１所示：在主观健康因
子方面，病程在１～５年的患者受影响最大，洛阳地
区患者的主观健康因子受影响程度略高于上海；在
情感影响因子方面，两地区甲真菌病患者在各病程
段未见明显差异；在思维影响和社交障碍方面，病
程＞５年的患者评分明显升高，尤其是洛阳地区患
者，其评分平均分别达到１０．００分和５．７０分。教育
程度的不同对甲真菌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也各有

不同，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患者在各方面受到的影
响较大，见表２。

表１　上海和洛阳地区甲真菌病患者的不同病程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ｏｎｙｃｈｏｍｙｃｏ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Ｌｕｏｙａｎｇａ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珚ｘ±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Ｌｕｏｙ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ｎ＝９６）

＜１ｙｅａｒ １５ｙｅａｒｓ ＞５ｙｅａｒ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ｎ＝１１８）

＜１ｙｅａｒ １５ｙｅａｒｓ ＞５ｙｅａｒ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ｆｅｅ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７．０７±２．３１ ７．５５±２．２０ ６．９０±２．６４ ６．１０±２．１７ ６．９１±２．２６ ６．４５±２．５０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 ５．９０±１．３９ ５．８０±１．３２ ６．２０±１．３２ ４．８０±１．６７ ５．８４±１．８１ ５．４８±２．０５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８．８６±２．８０ ９．８３±２．５７ １０．００±３．６５ ８．３０±２．６０ ９．２５±２．９０ ９．９７±３．８２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５．１４±１．４４ ５．５３±１．６８ ５．７０±１．７７ ４．１５±１．０４ ４．９１±１．３７ ５．０３±１．４５

表２　上海与洛阳地区不同教育程度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

ｏｎｙｃｈｏｍｙｃｏ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Ｌｕｏｙａｎｇａ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珚ｘ±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Ｌｕｏｙ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ｎ＝９６）

Ｊｕｎｉｏｒ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ｊｕｎｉ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
ｌｅｖｅｌ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ｎ＝１１８）

Ｊｕｎｉｏｒ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ｊｕｎｉ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
ｌｅｖｅｌ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ｆｅｅ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７．００±１．８２ ７．０９±２．２９ ７．１８±３．０１ ６．７７±２．５６ ６．５６±２．２６ ６．６８±２．０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 ５．７８±１．４５ ５．６８±１．２５ ６．１２±１．５４ ５．１７±１．９２ ５．７２±１．９９ ６．００±１．５６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９．１３±３．１８ ９．２１±２．５８ １０．２４±３．２１ ９．１３±３．２４ ９．４７±３．１４ ９．３６±３．１６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５．１７±１．７０ ５．２９±１．２７ ５．６５±２．１５ ４．６５±１．４７ ５．０２±１．３７ ４．８４±１．１４

　　洛阳地区和上海地区分别有３７例（３８．５％）和

５３例（４４．９％）的甲真菌病患者接受过治疗。两个
地区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均以外用药为主。且用药时
间多数在１个月以内，洛阳地区用药时间在１个月
以内者２１例（２１．９％），上海地区用药时间在１个月
以内者２４例（２０．３％）。洛阳地区患者治疗费用＜
１００ 元 ３２ 例 （３３．３％），１００～５００ 元 １６ 例

（１６．７％）。上海地区患者所用治疗费用＜１００元７５
例（６３．６％），１００～５００元３４例（２８．８％）。洛阳地
区有５４例（５６．３％）的患者可以接受治疗费用，而上
海地区１０４例（８８．１％）的患者可以接受治疗费用。
两个地区患者关于甲真菌病的病情方面及合并其他

疾病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２．３　洛阳和上海地区甲真菌病对患者生活质量影

响的比较　我们主要从主观健康感受、情感受影响、
思维受影响、社交障碍四方面来比较两个地区患者
的生活质量。

　　主观健康感受因子：洛阳和上海地区分别有１８
例（１８．８％）和５１例（４３．２％）的患者觉得自己的健康
良好，两个地区间的患者对于健康的感受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１）。认为甲真菌病会对身体健康有一些影响
的患者：洛阳６７例（６９．８％）、上海５２例（４４．１％），认
为甲真菌病并不影响到身体健康的患者：洛阳２３例
（２４．０％）、上海６３例（５３．４％）。因甲病影响工作者：
洛阳４７例（４９．０％），上海３３例（２８．０％）。因甲病引
起疼痛者：洛阳３２例（３３．３％），上海４１例（３４．７％）。
因为甲真菌病不能穿想穿的鞋袜的患者：洛阳地区有

３５例（３６．４％），上海地区有５６例（４７．４％）。两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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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患者因为甲病而影响行走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情感受影响因子：感到情绪低落患者：洛阳６６
例（６８．８％），上海５９例（５０．０％）。担心甲病有传染
性的 患 者：洛 阳 ７４ 例 （７７．１％），上 海 ７９ 例
（６６．９％）。认为没有什么药能治好自己的甲病的患
者：洛阳３０例（３１．３％），上海６８例（５７．６％）。

　　思维受影响因子：觉得其他人注意到自己的病
甲的 患 者：洛 阳 ５３ 例 （５５．２％），上 海 ５８ 例
（４９．２％）。害怕别人被自己传染上甲病的患者：洛阳

６１例（６３．５％），上海５６例（４７．５％）。经常必须主
动向 别 人 解 释 自 己 病 甲 的 患 者：洛 阳 １６ 例
（１６．７％），上海３９例（３３．１％）。曾经有意识的不暴

露自己病甲的患者：洛阳５６例（５８．３％），上海７３例
（６１．９％）。

　　社交障碍因子：认为自己的甲病影响了他和家
人关系的患者：洛阳４９例（５１．０％），上海只有２０
例（１６．９％）。认为社会活动时病甲使自己感到尴尬
的患者：洛阳６５例（６７．７％），上海６９例（５８．５％）。
曾被 人 问 起 过 自 己 病 甲 的 患 者：洛 阳 ４０ 例
（４３．０％），上海６６例（５５．９％）。

　　综上所述，我们比较了两个地区患者生活质量
受影响的程度（表３），可见在主观健康感受、情感受
影响、思维受影响、社交障碍四方面，洛阳地区的患
者所受到的影响均大于上海地区。

表３　洛阳和上海地区甲真菌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ｏｎｙｃｈｏｍｙｃｏ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Ｌｕｏｙａｎｇａ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珚ｘ±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
ｆｅｅ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ｕｏｙａｎｇ（ｎ＝９６） ７．１６±２．２３ ５．８３±１．２９ ９．３５±２．８０ ５．３７±１．５０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１１８） ６．６５±２．３１ ５．５７±１．８８ ９．２８±３．１４ ４．８１±１．３６

３　讨　论

　　１９９３年，Ｌｕｂｅｃｋ等［７］首次对甲真菌病患者的生

活质量开展了调查研究，国内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
始了这方面的研究［８］。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不
同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情况以及基础健
康状态的不同甲真菌病患者生活质量受影响的程度

不同［９］。Ｄｒａｋｅ等［６］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涉及多个国

家，其研究结果提示不同国籍的甲真菌病患者生活
质量受影响的程度不同，可能与不同国家和种族的
人对健康的主观感受不同有关。同时，该研究也提
示病程越长、受累病甲越多患者生活质量受影响的
程度也就越大。Ｔａｂｏｌｌｉ等［２］的研究也提示甲真菌

病患者在社交障碍方面所受的影响大于其他

甲病。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两个地区研究对象的性
别组成无显著差异。在年龄组成上，两个地区均以

４１～５０岁年龄组的人群为主，可能与该年龄段患者
较注重自身的健康因素有关，并且该年龄段患者社
会活动、工作和承担的家务较多也有一定关系。洛
阳地区６０岁以上的甲真菌病就诊患者仅有１１例
（１１．４％），而上海地区６０岁以上的患者有２６例
（２２．０％），这可能与上海人口老龄化有关，也有可能
与上海医疗条件较好，老年人就诊率相对较高有关。
在职业组成上，洛阳地区以工人和农民的患病率最

高，而上海地区以工人、办公室人员和服务人员的患
病率最高，这可能是与上海从事办公室工作和服务
行业的人员较多有关。

　　从教育程度上来看，本科及以上学历受到甲真
菌病的影响相对更大，而患病率较高的高中学历人
群却相对受到的影响较小。这与Ｓｚｅｐｉｅｔｏｗｓｋｉ等［３］

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生活在城
市和教育程度较高的甲真菌病患者其社交障碍和情

感方面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这可能与接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群更注重自身形象和生活品质，对自身的健
康关注度普遍较高有关。从患者对本病的治疗态度
上看，洛阳地区有３８．５％（３７例）的甲真菌病患者接
受过治疗，上海地区有４４．９％（５３例）的甲真菌病患
者接受过治疗，这可能与上海具有较好的医疗条件
和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有关。两个地区接受过治
疗的患者用药时间多数在１个月以内，这可能是由
于甲真菌病患者对该病需要一个较长的疗程才能治

愈这方面还认识不足，故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
对该类患者进行科普教育。另外，治疗费用也可能
影响患者的就诊，洛阳地区有５６．３％（５４例）的患者
可以接受治疗费用，而上海地区８８．１％（１０４例）的
患者可以接受治疗费用。这可能与上海的经济条件
更发达以及医疗保险制度更加完善有关。

　　我们的统计结果显示，洛阳地区的甲真菌病患
者在主观健康感受、情感受影响、思维受影响、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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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四方面的赋值均高于上海。可能与以下几个因
素有关：（１）上海的经济水平及医疗水平较洛阳好，
患者可以接受较好的治疗，而且受治疗费用的困扰
相对较小；（２）上海的家庭更加小型化，患者对甲真
菌病影响他和家人关系的担心较小；（３）在上海人
们生活压力相对较洛阳大，生活节奏也较快，相对来
说可能面临更多别的问题困扰，有时对甲真菌病就
有些忽视。本研究初步探索了上海和洛阳两地区甲
真菌病患者由于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文化等多方
面的差异，甲真菌病患者生活质量受影响的程度不
同。我们的结果因样本量的关系有一定的局限性，
进一步的研究需加大样本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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