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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常州地区小儿常见过敏原种类!为小儿过敏性疾病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

采用免疫印迹法体外定量测定

.!

D

^

和
"4

种常见过敏原的
I!

D

^

!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

例被检患儿中
I!

D

^

检测阳性率为
(&%(4M

!其中
"

!

"#

月组

为
"(%(M

!

$

"#

!

$5

月组为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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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

月组为
&4%)M

!

$

5)

!

'(

月组为
&8%(M

!

$

'(

月组为
&4%(M

$单项过敏原检测阳

性率处于前
&

位的分别是户尘螨"

#8%4)M

%&点青霉"

"(%&(M

%&屋尘螨"

")%&&M

%&羊肉"

4%)$M

%&牛奶"

'%5'M

%!占单项过敏原检

出总数的
8)%8)M

!而处于后
&

位的分别是贝类"

)%"#M

%&芒果"

)%#$M

%&鱼"

)%(8M

%&蟑螂"

)%(8M

%&榆树"

)%8)M

%$主要气吸入

性敏原户尘螨&屋尘螨&真菌的检出率随年龄增长逐渐上升'并在
&

岁以后趋于稳定的高水平$主要食入性过敏原羊肉&牛奶&牛

肉&鸡蛋白的检出率!除牛奶外!均在不同年龄组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并在
$

岁时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结论
"

常州地区过敏性

疾病患儿主要过敏原分别为户尘螨&真菌&屋尘螨&羊肉&牛奶!常见的混合过敏在食入性与吸入性方面随年龄变化各有差异!总的

趋势是食入性过敏原随年龄增长逐渐减少!吸入性过敏原则逐渐增加'

关键词"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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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反应!速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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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过敏性疾病已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小儿过敏性疾病的表现多样#医务人员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尚

不全面'过敏性疾病与过敏原之间的关系(个体对过敏原随年

龄增长的变迁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变迁等问题仍然困扰儿科医

生'基于不同地区人群的过敏原检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流行病

学意义#但工作十分繁杂'对过敏原检查结果的直观分析#为

当地制定过敏原筛查方案提供依据'本研究对临床怀疑或证

实的过敏性疾病患儿#采用体外免疫印迹法检测血液特异性

!

D

^

$

I!

D

^

&#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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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4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门诊及住

院的过敏相关疾病患儿#包括喘息(湿疹(过敏性紫癜(慢性腹

泻#共
'&$

例'年龄
"

月至
"#

岁#男
&$"

例#女
$##

例%

"

!

"#

月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8"

例%

$

"#

!

$5

月组
##"

例#其

中男
"&$

例#女
5'

例%

$

$5

!

5)

月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4)

例%

$

5)

!

'(

月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

'(

月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A

"

方法
"

采用德国
R:3H7++

变应原体外检测系统#免疫印

迹法检测总
!

D

^

$

.!

D

^

&和
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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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静脉血
#CL

#严格按照试剂

盒要求操作#共检查
"4

项过敏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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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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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

C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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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B

"

统计学处理
"

分别统计单个过敏原的检测阳性率(

.!

D

^

检测阳性率#并以任一个
I!

D

^

阳性计数为阳性病例数#

"

份标

本多项过敏原
I!

D

^

阳性时只计数
"

个阳性病例'所有数据运

用
I2II""%&

统计软件包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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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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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过敏性疾病患儿血清中共检出
($&

例$

&)%4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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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

例$

(&%(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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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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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过敏原检测结果见表

"

'过敏原检测阳性率处于前
&

位的分别是户尘螨(点青霉(屋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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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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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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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螨(羊肉(牛奶#占单项过敏原检出总数的
8)%8)M

#且除牛

奶外其他
(

项在不同年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_)%

)))

&%单项过敏原检测阳性率处于后
&

位的分别是贝类(芒果(

鱼(蟑螂(榆树#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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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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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小儿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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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检测结果#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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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

!

"#

月组
$

"#

!

$5

月组
$

$5

!

5)

月组
$

5)

!

'(

月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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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组 合计

户尘螨
&

$

#%85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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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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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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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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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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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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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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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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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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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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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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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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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

""

$

8%48

&

8(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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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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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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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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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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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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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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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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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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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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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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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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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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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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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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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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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

"8

$

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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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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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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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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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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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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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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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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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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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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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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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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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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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

$

"%'4

&

"

$

)%44

&

"

$

)%8#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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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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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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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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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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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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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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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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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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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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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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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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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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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8#

&

(

$

)%(8

&

鱼
)

$

)%))

&

$

$

"%$5

&

)

$

)%))

&

)

$

)%))

&

"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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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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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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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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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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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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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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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

$

)%))

&

)

$

)%))

&

"

$

)%"#

&

户尘螨
i

屋尘螨
"

$

)%&&

&

4

$

(%)8

&

#4

$

"$%8)

&

"$

$

"#%4)

&

$#

$

#$%#)

&

'(

$

4%')

&

户尘螨
i

屋尘螨
i

点青霉
)

$

)%))

&

"

$

)%(&

&

"#

$

&%55

&

(

$

$%'&

&

""

$

8%48

&

#'

$

$%$)

&

鸡蛋白
i

牛奶
#

$

"%")

&

4

$

(%)8

&

)

$

)%))

&

)

$

)%))

&

$

$

#%"8

&

"(

$

"%5)

&

牛肉
i

羊肉
&

$

#%85

&

"&

$

5%88

&

4

$

(%#&

&

&

$

(%4&

&

&

$

$%5#

&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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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过敏原的
I!

D

^

检测结果
"

常见的混合过敏原其阳

性检出率在不同年龄组间#牛肉
i

羊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_)%(

&#而户尘螨
i

屋尘螨及户尘螨
i

屋尘螨
i

点青霉均

显示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的趋势$

!_)%))

&#牛奶
i

鸡蛋白在

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_)%))

&#但未见随年龄增

长的变化趋势#见表
"

'

B

"

讨
""

论

过敏性疾病包括致敏和发敏
#

个阶段#致敏个体再次接触

过敏原时触发过敏反应#

!

D

^

在该病的发生和发展中具有重要

作用)

"

*

'防治过敏性疾病的关键在于发现并有效避免接触过

敏原'目前过敏原检测主要有皮肤试验和体外血清
!

D

^

检测#

而
I!

D

^

检测由于简单易行已成为临床较为理想的过敏原检测

方法)

#,$

*

'笔者根据苏南地区环境及饮食特点#选取了部分生

活中经常接触的过敏原进行检测'

研究结果显示#

'&$

例过敏性疾病患儿血清中
.!

D

^

阳性

率
&)%44M

#

I!

D

^

阳性率为
(&%(4M

#与陈国千等)

(

*报道一致'

不同年龄组具有
"

项或
"

项以上
I!

D

^

阳性率$不含
.!

D

^

阳

性&分别为!

"

!

"#

月组
"(%(M

(

$

"#

!

$5

月组
($%4M

(

$

$5

!

5)

月组
&4%)M

(

$

5)

!

'(

月组
&8%(M

(

$

'(

月组
&4%(M

#

$

!

&

岁起即处于稳定的高水平'

.!

D

^

的影响因素较多#环境(性

别(年龄(种族(检测方法等都会影响
.!

D

^

水平#而一些非过

敏性疾病也会引起
.!

D

^

的升高'在本研究中也发现部分患

儿血清
.!

D

^

升高而
I!

D

^

却正常'所以#总
!

D

^

升高仅意味

着过敏的概率相对较高#不能被用来诊断和排除过敏'

单项过敏原检测阳性率处于首位的是户尘螨#与国内其他

报道相一致)

&,8

*

'位于前
&

位的分别是户尘螨(点青霉(屋尘

螨(羊肉(牛奶#占单项过敏原检出总数的
8)%8)M

#且除牛奶

外其他
(

项在不同年龄组间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_)%))

&%单

项过敏原检测阳性率处于后
&

位的分别是贝类(芒果(鱼(蟑

螂(榆树#不同年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

$

)%)&

&'这与国内

相关报道不一致)

'

*

#这种差异考虑与地域气候差异有关'与北

方的干燥气候不同#常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潮湿#

人口密集#容易滋生螨虫及真菌#建议家长尽量不使用地毯(羽

绒服#不养动物#勤晒衣被#保持室内通风#减少尘螨生长#尽可

能减少患儿接触尘螨'同时需合理设计患儿的饮食计划'此

外#所选择检查人群年龄结构不同也可能导致结果不一致)

4

*

'

"

!

"#

月组检出以食入性过敏原为主#占总检出阳性的

5&%))M

$

#5

"

()

&#但未检出鱼(虾(蟹过敏者'其他年龄组的

鱼(虾(蟹检出率也极低'这与张玲等)

")

*报道一致'该组户尘

螨及屋尘螨的检出率低于其他各组'食入性过敏原检测阳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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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
$

岁时处于较高水平#以后有逐步缓慢下降趋势'吸入性

过敏原检测阳性率在
$

岁后开始明显增加#并在
&

岁后稳定于

高水平'这种差异可能因为婴幼儿消化道对致敏性抗原的屏

障功能尚不健全#对某些消化酶的合成和分泌不够完善#平时

以牛奶(鸡蛋为主食#食物性抗原经消化后仍能产生致敏作用#

所以婴幼儿对食物性抗原阳性率高'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儿

童免疫功能和消化道发育逐步完善#而这时活动范围扩大#形

成食物性过敏原阳性率减少#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增加的

趋势'

本研究还发现动物毛屑狗毛检出率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

而猫毛则处于相对稳定的阳性检出率'这可能与常州地区经

济较发达#饲养宠物的人较多#而宠物种类又以狗为主有关'

由于过敏性疾病病因比较复杂#过敏原在自然环境中无处

不在#加之现在的环境污染严重#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现象较普

遍#以及西方化饮食(生活习惯改变等影响#使得过敏性疾病患

儿同时混合几种过敏原者也屡见不鲜#本研究结果显示本地区

过敏性疾病患儿同时对
#

种和
#

种以上过敏原过敏的现象也

比较多'提示患儿随年龄增长#接触过敏原日益广泛和复杂#

所以临床工作中在做过敏原检查时需充分结合当地情况#适当

增加检验试剂盒过敏原的种类'

通过体外过敏原筛查能帮助临床医师了解常州地区过敏

性疾病患儿常见的过敏原#为疾病的预防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依据#也为检验单位开展过敏原的体外检测的范围和种类(购

置试剂盒提供了依据'与以往的点刺试验比较#该方法既安

全#操作也简单#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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