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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在肺部曲霉菌感染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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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诊断肺部曲霉菌感染中应用微生物检验的诊断价值。方法 试验者是 2018 年 1 月到

2022 年 1 月在医院治疗的肺部曲霉菌感染病患数量共 50 例，以组织病理切片作为检验标准，另采集病患痰

液展开培养，取肺泡灌洗液进行 G 试验，采集静脉血进行 GM 试验，并将病理检查阳性结果和不同微生物

相对比，比较微生物检验对于不同的阳性肺部曲霉菌检查情况。结果 在 22 例寄生阳性型病患中，GM 实验

检出率为 86.36%，显著高于 G 试验检出率 59.09%及痰液培养检出率 27.27%，在 28 例侵袭阳性型病患中，

与痰液培养检出率 35.71%相比，G 实验及 GM 实验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67.86%、92.86%，P＜0.05。结论

以 GM 实验进行检验，所得检验结果准确率更高，能够为临床诊疗提供可靠依据，利于改善病患预后质量，

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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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pulmonary Aspergillus infection.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100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Aspergillus infection 
treated in the hospital from April 2020 to April 2022. The histopathological sections were taken as the test standard. 
The sputum of patients was collected for culture, the alveolar lavage fluid was taken for G test, and the venous 
blood was collected for GM test. The positive results of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were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microorganisms, and the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for different positive pulmonary Aspergillus was compared. 
Results in 42 patients with parasitic positive type, the detection rate of GM test was 88.1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 test 57.14% and sputum culture 35.71%. In 58 patients with invasive positive 
type, the detection rate of G test and GM tes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putum culture 41.38%, the difference was 
63.79% and 81.03%, P < 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GM test are more accurate, which can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gnosis of patients. It is recommended to 
populariz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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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作为人体感染发生率最高部位，这主要是

因为人体肺部与外界物质接触机会较多，曲霉菌是

一种常见疾病感染病菌，该病菌能够在人体各个角

落进行生存与繁殖，严重危害到人类生命安全[1-6]。

一旦人体肺部在感染上曲霉菌后，除了会导致病患

肺部存在对应的感染症状，甚至还会导致其存在其

它的感染疾病，由于早期感染病患缺乏明显临床表

现，不易被患者所察觉，易导致其措施最佳的治疗

时间，故而及时予以有效诊断，明确感染类型，既

能够对病患不适症状进行缓解，同时还能显著提升

病患预后效果[7-12]。本次研究目的是为了分析以微生

物检验方式对病患诊断的意义，现做如下分析汇总：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病例选择 50 例肺部曲霉菌感染病患，先后予以

组织病理切片检查、痰液培养、G 实验与 GM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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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检查，年龄最高为 78 岁，年龄最低为 30 岁，

均龄为 54.71±7.84 岁，经病理切片检查结果显示，

侵袭阳性病患有 28 例，寄生阳性病患有 22 例，本

试验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试验者纳选要求如下：

（1 ）经组织病理切片检查后显示是肺部曲霉菌感

染；（2）各项临床资料无缺失，如检查记录、既往

病史等；（3）掌握试验内容及试验流程，监护人或

本人同意参与。排除：（1）合并有其它肺部感染疾

病存在；（2）对于微生物检验存在排斥情况；（3）
中途退出试验。 

1.2 方法 
所有病患均接受痰液培养、G 实验及 GM 实验

检验，具体检验措施如下： 
（1）痰液培养：采集病患痰液标本后，将其接

种至培养皿内展开 24h 菌落培养；于 24h 后观察培

养皿内标本，查看标本颜色与性状，最终进一步判

断阳性标本； 
（2）G 实验：采集病患肺泡灌洗液后，将标本

接种至培养皿内，进行 24h 菌落培养后，观察标本

情况，主要查看标本颜色与性状，最后判断阳性标

本，并且取出少量的阳性标本将其放置在干净玻片

上，将棉条染色后以镜检观察玻片上，若发现菌丝

呈 45°角分值且为分隔状态，则可判定此标本是阳

性曲霉菌； 

（3）GM 实验，于病患空腹状态下采集其静脉

血液，于 24h 内展开离心降血清分离处理后，再以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半乳甘露聚糖抗原，若检测结

果显示为 cut-off 水平超过 10.5ng/K，则可判定为阳

性。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不同微生物检验检查情况，分为寄生阳性型与

侵袭阳性型，将组织病理切片结果作为检验标准，

比较不同微生物检验结果。 
1.4 数据处理 
本试验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展开分析，

计数资料以% 百分数进行表示，检验以卡方值

（χ2）；计量资料以（x±s）进行表示，检验以 t 值，

若组间和（或）组内数据结果显示为 P＜0.05，则具

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痰液培养及 G 实验检出率 
表 1 中数据所示，寄生阳性及侵袭阳性 G 实验

检出率高于痰液培养检出率，χ2=4.539、5.793，P＜
0.05。 

2.2 G 实验与 GM 实验检出率 
表 2 中数据所示，寄生阳性及侵袭阳性 GM 实

验检出率高于 G 实验检出率，χ2=4.125、5.543，P＜
0.05。 

表 1 对比痰液培养及 G 实验检出率（n，%） 

痰液培养检出情况 G 实验检出情况 
组别 例数 

检出例数 检出率 检出例数 检出率 

寄生阳性 22 6 27.27 13 59.09 

侵袭阳性 28 10 35.71 19 67.86 

表 2 对比 G 实验与 GM 实验检出率（n，%） 

G 实验检出情况 GM 实验检出情况 
组别 例数 

检出例数 检出率 检出例数 检出率 

寄生阳性 22 13 59.09 19 86.36 

侵袭阳性 28 19 67.86 26 92.86 

 
2.3 痰液培养及 GM 实验检出率 
在 22 例寄生阳性病患中，痰液培养检出例数为

6 例，检出率为 27.27%，GM 检出例数为 19 例，检

出率为 86.36%；在 28 例侵袭阳性病患中，痰液培

养检出例数为 10 例，检出率为 35.71%，GM 检出例

数为 26 例，检出率为 92.86%；寄生阳性及侵袭阳

性 GM 实验检出率高于痰液培养检出率，χ2=15.655、
13.732，P＜0.05。 

3 讨论 
目前，临床对于曲霉菌感染判断可分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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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初步疑诊、拟诊及确诊，其中拟诊为最关键步骤，

目的是筛查出病患肺部是否感染上曲霉菌[13-15]。在

本次研究当中，微生物检验属于拟诊内容，主要包

括痰液培养、G 实验及 GM 试验检测，因为曲霉菌

分作寄生型与侵袭型两种类型，且不同类型病患机

体反应也大不相同，对于寄生型病患而言，病患通

常表现为咳血症状，但不会存在发热症状；而对于

侵袭型病患则表现为咳嗽及发热等症状，故而在面

对不同症状表现时，需借助检验手段来明确病症类

型，进而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16-17]。在本次研

究发现通过对肺部曲霉菌感染病患展开痰液培养、

G 实验及 GM 试验检查后发现，寄生阳性及侵袭阳

性病患 G 实验检出率及 GM 检出率显著痰液培养

检出率，证实以 GM 实验检查，所得检出率更高，

临床应用意义更高。 
综上所述，以 GM 检查诊断曲霉菌所得准确率

更高，检测结果与病患病情更为贴切，适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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