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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背景：

       孢子丝菌病是一种严重的感染性疾病，除皮肤黏膜损伤外，可引起多系统损害。

孢子丝菌病传统诊断流程包括：典型临床表现、病理学检查、真菌培养及鉴定，检

查耗时较长。针对近年来菌种基因突变等原因所导致的发病率明显增加的流行趋势，

陈旧的诊疗理念制约了孢子丝菌病诊断和治疗的准确性与及时性。因此，制定具有

中国国情，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的诊疗体系及对该体系的普及与推广，具有重要

意义。

2.项目成果：（1）推广基因检测技术，明确了线粒体 DNA 分型为 4 型的菌株是吉

林省孢子丝菌病主要致病菌株，是我省该病高发病率的原因之一。（2）推广孢子丝

菌素快速诊断技术，显著提高了孢子丝菌病诊断的准确性并有效防止不典型孢子丝

菌病的误诊误治。（3）制定了中国孢子丝菌病的诊疗指南，规范了我国该病的诊治

标准。 

      本项目发表相关论文 17 篇，SCI 论文 5 篇，主编及参编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统编

教材《皮肤性病学》中有关孢子丝菌病章节及其他真菌性疾病等 9 部教材。

3.项目意义

       我们对孢子丝菌病致病机制及早期诊断技术进行系统研究，发现线粒体 DNA 与

核糖体 DNA NTS 区碱基缺失与临床型别之间有关联，使孢子丝菌病的诊断更为精准，

并有效的避免了临床治疗的盲目性，为疾病的诊治提供理论基础。孢子丝菌病快速

诊断体系的推广及应用可使该病的早期正确诊断率由以往的 60-70%到 90%以上，显

著提高了诊断率。建立了两套基于不同靶基因的实时荧光 PCR 体系，对球形孢子丝

可以进行特异检测，获得专利 2 项。通过对省内孢子丝菌病流行病调查，并形成规

范化治疗，弥补诊治水平差异，降低并发症，提高治愈率，改善孢子丝菌病患者的

生活质量。本项目旨在为该病在吉林省高发的原因提供理论依据，倡导孢子丝菌病

快速诊断技术及规范化治疗，提高确诊率，减少误诊率，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具

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项目简介     孢子丝菌病是一种严重的感染性疾病，除皮肤黏膜损伤外，可引起多系统损害。

该病遍布全球，吉林省是该病全球的高发区之一，且临床表现多不典型，易与皮肤

肿瘤、皮肤结核等混淆。各医疗单位诊治水平参差不齐，达不到规范诊治标准，造

成盲目外科切除及误诊误治，致病情进展侵袭深部组织及造成毁容性损害等，严重

影响人们健康。

      课题组首创”孢子丝菌素快速诊断技术体系”，使疾病诊断率由以往 60-70%提高

至 90%以上：包括 (1) 推广基因检测技术，明确了线粒体 DNA 分型为 4 型的菌株是

吉林省孢子丝菌病主要致病菌株，是我省该病高发病率的原因之一。(2) 推广孢子丝

菌素快速诊断技术，特异性达 96%，敏感性达 93.7%，推广全国 23家医院，共诊断



孢子丝菌病 3665例，显著提高了孢子丝菌病诊断的准确性并有效防止不典型孢子

丝菌病的误诊误治。（3）建立了两套基于不同靶基因的实时荧光 PCR 体系，能够

分别对我国主要流行种--球形孢子丝菌单独特异性鉴定；对临床主要致病孢子丝菌--

球形孢子丝菌、申克孢子丝菌、巴西孢子丝菌同时进行区分及鉴定，并对组织中病

原菌进行特异性检测，可同时检测混合感染。获得专利 2 项。（4）通过流行病学调

查，掌握孢子丝菌在吉林省自然环境中的分布状态，可以为今后孢子丝菌的预防和

治疗提供理论及实践依据。(5) 制定了中国孢子丝菌病的诊疗指南，规范了我国该病

的诊治标准。

      本项目发表相关论文 17 篇，SCI 论文 5 篇，主编及参编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统编

教材《皮肤性病学》中有关孢子丝菌病章节及其他真菌性疾病等 9 部教材。荷兰国

家菌物多样性研究中心(CBS)G.s.de Hoog教授对本项目的研究给子充分肯定并与本

项目合作共同发表了相关文章；北京大学第--医院李若瑜教授对本项目给予高度评价:

项目的创建和应用建立在严谨的临床研究基础上，将最新技术应用于孢子丝菌病的

诊疗，为该病在吉林省及全国提供了完整而明确的快速诊断方法。

      本项目已推广至全国 7个省市 23 所医院，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

北京军区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连医科大学、哈

尔滨医科大学等医院。项目负责人多次承办国家级真菌学习班、孢子丝菌病全国巡

讲等，多次在全国及国际皮肤科学术会议上做大会主席及发言，并作为特邀嘉宾于

2014 年在韩国医学真菌协会第 21届年会上做了孢子丝菌病临床表现多样性及诊疗

经验的特别演讲；作为第一执笔人撰写了我国孢子丝菌病诊疗指南以参加其他真菌

性疾病诊疗指南的撰写，推动了省内乃至全国皮肤性病学及真菌病学发展，做出较

大贡献。项目负责人曾荣获“中国医师协会十佳优秀中青年医师奖”及”中国医师协会

全国真菌研究带头单位”，2016 年“孢子丝菌诊疗体系的创新及应用”荣获“吉林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显著提高了我省乃至全国孢子丝菌病的诊治水平，具有较好的社会

效益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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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 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李福秋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整体设计、规划，创新体系的推广、应用。提出“孢子丝菌病

基因检测新理念、新技术”，推广“孢子丝菌病快速诊断体系”，制定中国孢子丝菌病

指南，发表相关论文 20余篇，课题 5 项，发明及参与发明相关专利共 2 项。多次

在全国及国际皮肤科学术会议上交流报导，并特邀前往韩国在韩国医学真菌协会第

21 届年会上做了孢子丝菌病临床表现多样性及诊疗疗经验的特别演讲。

姓名：王爽

排名：2

职称：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线粒体 DNA酶切等实验技术操作，GENETYX 软件构建种系发生

树

姓名：刘哲



排名：3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1.文献查阅；2.孢子丝菌菌种收集；3.孢子丝菌致病性试验相关

数据统计、分析

姓名：吕莎

排名：4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1.孢子丝菌素的提取及动物实验；2.孢子丝菌病临床病学特征分

析

姓名：姚春丽

排名：5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设计、实践“孢子丝菌病个体化治疗新思路”，编写教材：全

国乡镇（社区）医护人员培训试用教材【皮肤病学与性病学】分册

姓名：刘士瑞

排名：6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1.孢子丝菌培养及鉴定；2.mtDNA 提取及病例收集

姓名：张明瑞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1.球形孢子丝菌群体遗传学分析；2.孢子丝菌病快速诊断的研究。

姓名：张亚芹

排名：8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孢子丝菌素的制备、应用

姓名：林怡彤

排名：9



职称：其他,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通过对临床孢子丝菌病患者菌种进行收集、分离培养；以及对数

据进行处理，结果分析统计。

姓名：杨磊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护师,副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护士长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临床病历收集、统计、整理

主 要完

成 单 位

情况

单位名称：吉林大学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1.完成单位建有资源共享、专管公用的医学实验中心，拥有开展

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组织形态学等公共设施和平台，包括：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倒置荧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低温超速离心机、 PCR 仪、Nanodrop2000 分

光光度计、ABI 3700 自动毛细管 DNA 测 序仪、紫外凝胶成像系统、霉菌培养箱、

微电脑控制霉菌培养箱、恒 温振荡培养箱、生物安全柜、超净工作台、实验动物培

养室等，保证了实验条件的可行性。2.负责课题思路提出、统筹和执行工作，完成

项目的研究、临床应用推广，是项目论文的主要完成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