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扛过了新冠和甲流，又一超级细菌-“耳念珠菌”正以惊人速度传播！！！ 

 

 
 

PART 01 超级真菌登陆 

 

 

CDC 称，美国耳念珠菌感染病例数每年持续上升，其中 2020 至 2021 年在医疗保健机

构以“惊人速度”传播。这种病菌对多种抗真菌药物具有耐药性，已成为紧迫的公共卫生威

胁。 

据介绍，美国于 2016 年发现首例耳念珠菌感染病例，此后临床病例数每年持续增长。

目前已遍布美国一半以上的州。2019 年全美报告耳念珠菌感染病例 476 例，2021 年感染

病例达 1471 例，2022 年病例数继续增加。2019 年至 2021 年，全美共有 17 个州首次发

现耳念珠菌病例。 



 

 

 

PART 02 耳念珠菌 

耳念珠菌（Candida auris），又称耳道假丝酵母，是 2009 年被发现的一种病原真菌。

它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真菌名单，有“超级真菌”之称。 

 

 

耳念珠菌生存力强，具有多重耐药性 

耳念珠菌具有极端生存和繁殖能力，其耐高温高盐，可以在潮湿和干燥的表面存活至少

14 天，在金属和床等环境能够存在 7 天，在污染的被褥中可存活 7 天甚至数月。 

 



而且大部分临床分离的菌株具有多重耐药性。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超过 90%的耳念

珠菌感染病例对至少一种主要的抗真菌药物耐受，30%对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药物耐受。 

 

其可以通过以下 2 种方式影响人体： 

第一，耳念珠菌可定植于人的皮肤与黏膜表面，这一过程被称为“无症状定植”，患者不会

表现出感染症状，但可以将真菌传播给其他人。 

第二，耳念珠菌也可能进入血液或伤口，导致严重的侵入性感染。在这一过程中，患者会出

现典型的感染症状，如：发烧、发冷。 

而一旦感染，致死率高达 60%。CDC 称，近一半感染了耳念珠菌的患者会在 90 天内

死亡，而且在受感染的住院病人中，估计有 30%~70%的人最终会死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表示，耳念珠菌是一种感染

性疾病，实际上和传染性疾病不太一样。传染病主要是在社会面上出现人传人的情况，而耳

念珠菌是病原体进入人体导致人生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染病。 

在李侗曾看来，耳念珠菌病死率高是由多因素导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耳念珠菌耐药性强，现有的抗真菌药物对抗耳念珠菌的效果较差； 

二是耳念珠菌的感染并不容易被医护人员发觉； 

三是耳念珠菌主要威胁到危重病人及免疫力低下的群体，致死率较高也与重症病人的其他并

发症有关。 

 

“耳念珠菌的传播更多是不注意手部卫生，医疗器械、重症监护室、普通病房等没有严格消

毒，导致物体表面附着到这种真菌。尤其是医护人员在做医疗操作的时候，导致住院的患者



感染。”李侗曾说。 

 

 

PART 03 Ubicare Blue®床罩 

 

环境的清洁与消毒在控制临床超级细菌的感染与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环境包

括地面、床单元及各种物体表面，重点在于床单元及高频接触的设备。 

 

 
 

根据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医疗机构应对床单元表面及高频接触的设备进行定期清

洁消毒，或者在遇到污染时进行及时消毒，患者出院时应进行终末消毒。 

 

 



经欧洲专业护理理念设计的 G-Care®格瑞安®静态床垫,其床罩（Ubicare Blue®）表

面的纳米抗菌涂层具有领先的抗菌技术——AEM-5700。 

AEM-5700 是美国 AEGIS 公司研发的一种防霉抗菌剂，被广泛用于天然皮革，人造革，

织物等皮革产品的防霉抗菌保护，对微生物有高强度的抗菌效果。 

事实上，超级细菌能够“所向披靡”，是因为穿上了强大的“马甲”---细胞膜，通过在

一开始破坏、打击生物膜的形成，是打败细菌的有效预防措施。 

 

 

 

抗菌原理：纤维上的纳米涂层在与微生物直接接触时，通过对细胞膜进行离子和物理破

坏，中断其正常的生命过程，最终杀死微生物。 

 



Ubicare Blue®床罩优势 

✦防细菌、真菌、病毒、藻类、尘螨及单细胞生物的滋生，经百次洗涤后效果仍不会减弱，

抗菌效果持久 

✦防止血液、分泌物、尿液浸入垫芯 

✦具有高透气性（1700g/m2/24h）接触面湿气、温度快速扩散，保持干爽舒适 

✦清洁消毒方便：使用 75%的医用酒精或浓度低于 1,000（ppm）的次氯酸钠溶液擦拭消

毒即可 

✦高弹性，降低剪切力 

✦不含乳胶、塑化剂、PVC 

✦过敏患者适用 

✦防火级别 Cri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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