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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符合性相当好&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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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食物过敏发生率有逐年上升趋势#并受到人们的

广泛关注#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占总人口
Eb

的人群对某些食

物产生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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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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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食物过敏发

生率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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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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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过敏反应

入院人次增加了
E

倍以上#其中食物过敏是主要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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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

反应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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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由蛋类*花生*乳类*大豆*谷物*树果仁*

贝类$包括甲壳类和软体动物&及鱼类八大类食物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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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原进入机体后#主要引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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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的速发型变态反

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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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的迟发型变态反应$食物不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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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

速发型变态反应过程为!变应原刺激
"

细胞并在
5

细胞的调

控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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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机体处于致敏状态)相同过敏原再次进入机

体#可在数分钟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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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特异性桥联#导致靶细胞脱颗粒#

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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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敏反应中的作用日益受到

重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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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的速发型变态反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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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食物不

耐受多在进食数小时或数天后出现#表现为各系统的慢性炎

症)其发病机制普遍认为是免疫系统将进入人体的某种或多

种食物当成有害物质#从而针对这些物质产生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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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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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与食物颗粒形成免疫复合物#引起全身组织的炎性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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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检测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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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避

免食用过敏食物)但是#这两种机制会不会同时发生在同一患

者体内#或者同一种食物会否同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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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间有

无相关性#国内目前鲜有报道)为了更深入探讨食物过敏发病

机制并有效进行防治#作者以临床常见过敏性疾病慢性荨麻疹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检测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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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体#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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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6'

例#

B=

O

4

阳性
D

例

$

#6&6b

&#与患者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
%

种*

#

种*

6

种*

E

种*

W

种*

(

种*

D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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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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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相当好%鸡蛋*小麦
)

值小于
'&E

#结果一致性不理想)分析数据见表
W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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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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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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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分级
过敏原种类

鸡蛋 牛奶 蟹 虾 鳕鱼 牛肉 大豆 西红柿 小麦 玉米 鸡肉 大米 猪肉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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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

不同年龄段
B=

O

>

阳性结果分析

过敏原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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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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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W

!!

蟹虾和牛肉%牛奶
=

O

4

%

=

O

>

比较#

#

$

过敏原种类
=

O

>

阳性
<

=

O

4

阳性

=

O

>

阳性
<

=

O

4

阴性

=

O

>

阴性
<

=

O

4

阳性

=

O

>

阴性
<

=

O

4

阴性

蟹虾
E6 %' E DD

牛奶
E% %' # ?%

牛肉
## E W %'6

E

!

讨
!!

论

慢性荨麻疹是皮肤科最为常见的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其病

程冗长#至少超过
(

周#易反复发作#迁延不愈#且食物过敏原

是诱发该病的关键因素之一)作者同时检测了
%6E

例患者血

清中的食物过敏原
B=

O

4

和
B=

O

>

#阳性率分别是
D6&%b

和

?#&%b

#明显高于对照组#显示慢性荨麻疹患者检测食物过敏

原具有重要意义)

检测结果显示#甲壳类动物中蟹*虾的阳性率最高#

B=

O

4

检测中蟹*虾排名第一#达
6W&%b

%蟹*虾在
B=

O

>

检测中分居

第
#

*

6

#与国内报道相近'

@<%'

(

#这和中国广州地处沿海地区#居

民喜食海鲜有关)蛋类中鸡蛋营养丰富#是人类摄取蛋白质的

重要来源之一#但因鸡蛋过敏症状无特异性#时常被人们忽视#

常表现为恶心*呕吐*皮肤瘙痒等'

%%

(

)中国香港有报道#在
(66

例普通人群中进行测试#发现对鸡蛋过敏的人最多#达
WE&'b

#

且患者多数为未成年人群'

E

(

)国外有报道#鸡蛋过敏的发生率

占婴幼儿和儿童食物过敏的
6W&'b

#占成年人食物过敏的

%#&'b

'

%#

(

)本次实验显示#

=

O

>

的结果与报道基本一致#鸡蛋

过敏达到
WE&%b

#

%E

岁以下儿童为
6%&Wb

$

%D

"

WE

&#是阳性率

最高的过敏原#但
B=

O

4

的结果相对低很多#不足
%'&'b

#可能

鸡蛋引起的过敏以迟发型变态反应为主)牛奶是母乳的替代

品#也是人们食入最多的乳品#无论
B=

O

4

还是特异性
=

O

>

检

测#都显示出较高的过敏性)腰果是南方人喜食的果仁#其

=

O

4

阳性率较高#排在第
6

位)花生过敏是食物过敏导致死亡

的首要原因#对花生过敏的人食用极微量的花生就会引发严重

的过敏性休克'

E

(

#

B=

O

4

检测显示#其与大豆的过敏发生率不

高#可能是因为花生过敏的主要症状不是皮肤病#所以来皮肤

病门诊就诊的患者没有实际过敏的人多)大米*小麦和玉米的

阳性值比较接近)鱼的阳性率
=

O

4

与
=

O

>

的差别较大#可能是

=

O

4

检测是鱼的共同抗原#特异性较差#而
=

O

>

检测的是鳕鱼

抗原#包含最重要的特异性过敏原蛋白
)

'

%6

(

#所以阳性率较

高)除了以上八类食品#作者还检测了肉类*西红柿*蘑菇的

=

O

>

#只有牛肉显示出较高的过敏性#其他食物阳性率较低#有

可能是因为牛肉与牛奶的抗原有一定的同源性)

不同年龄段食物过敏的种类也有差异#

%

%E

岁组以牛奶*

鸡蛋*牛肉为主#其次为虾*蟹*花生*大豆#与参考文献'

%E<%W

(

报道基本一致#原因是这些食品是少年儿童的主要食物或副

食#随着年龄增长#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上述食品阳性率逐渐下

降#虾*蟹*腰果*鳕鱼的阳性率逐渐上升)统计结果显示#

B=

O

4

中牛肉*牛奶的阳性率随年龄增长不断降低#蟹*虾*腰果刚好

相反%

B=

O

>

中鸡蛋*牛肉*牛奶的阳性率随年龄增长不断降低#

蟹*虾*鸡蛋则呈增长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W

&#符

合人们的饮食规律)其他食品本次检测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W

&#可以积累样本量继续观察)

部分患者对同一种食物同时产生
=

O

4

*

=

O

>

)将相同食物

过敏原
B=

O

4

*

B=

O

>

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牛奶*牛肉和蟹*

虾
)

值均大于
'&DW

#

B=

O

4

*

B=

O

>

一致性相当好#说明这几种食

物被人食用后#如果产生
=

O

4

#极有可能产生相应
=

O

>

#也就是

说可同时引发速发型变态反应和迟发型变态反应)小麦和鸡

蛋的
)

值均小于
'&E

#两者结果不够一致#可能是方法的差异

造成#还可能是小麦*鸡蛋进入机体后产生的免疫反应过程与

上述几种食物不同)

总之#食物过敏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异性过敏

原的筛查是防治食物过敏的重要手段)人们在哺育幼儿时#一

定要根据饮食规律选择食品)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食物

趋于多样化#新食品和各种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使食物过敏的

机制更为复杂#值得下一步更深入地进行研究)$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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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1

6

在近曲小管细胞中的合成减少'

@

(

)此外#高磷血症

以及其他尚未确定的尿毒症也会抑制
%

#

<

羟化酶活性以及维生

素
1

6

的合成'

%'

(

)

有研究表明#维生素
1

6

缺乏可导致
0\1

患者的甲状旁

腺功能亢进'

E

(

)本研究也显示#第
%

"

W

期
0\1

患者的血甲状

旁腺素水平与血维生素
1

6

水平呈负线性相关关系)血液循

环中的维生素
1

6

水平降低可以通过钙敏感感受器上调甲状

旁腺素的合成#并刺激甲状旁腺细胞的增生'

%%

(

)因此#绝对或

相对的维生素
1

6

缺乏可能是
0\1

患者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

亢进的危险因素之一)

0\1

患者经常出现钙
<

磷紊乱#可损害肾功能并降低存活

率)在本研究中#

E

"

W

期
0\1

患者的血磷水平显著升高#而
W

期
0\1

患者的血钙水平显著降低)肾功能的损失*维生素
1

6

的减少及甲状旁腺素的增加共同破坏了钙
<

磷平衡'

%#

(

)

在本研究中#

%

"

6

期
0\1

患者血维生素
1

6

水平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E

"

W

期
0\1

患者的维生素
1

6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说明只有当肾功能受累严重时#

0\1

患者血维生素
1

6

水平才会出现明显异常)此外#本研究

还表明
0\1

患者血维生素
1

6

缺乏程度与其他肾功能相关生

化指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鉴于维生素
1

6

在钙
<

磷平衡及骨

代谢中的重要作用#对
0\1

患者的维生素
1

6

水平进行监控

并针对其缺乏进行早期治疗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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