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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甲真菌病混淆的甲病—非真菌性甲营养不良

刘斌, 齐显龙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全军皮肤病研究所, 西安, 710032

摘要： 甲营养不良是指各种原因造成的指甲形态及结构异常[1]。临床上部分甲营养不良是由于甲真菌感染所致,
但大部分导致甲营养不良损害的病因复杂,可以为先天性,也可能为获得性,多与系统性疾病、其他皮肤病或某些药物

摄入有关。与此同时,很多甲营养不良损害的患者无自觉症状,仅因为美学问题而就诊。甲营养不良病因复杂,表现多

样,诊断困难,治疗效果常常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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