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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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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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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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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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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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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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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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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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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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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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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J>$*::9::+

69=;-PJ;L9<-:.>9<-:1:<1:dMO9;-;L9L-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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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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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婴幼儿湿疹特异性
U

?

D

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胥兴文!杨和荣!万
!

焰!邓
!

勇!蒋亚辉!周建琼!游
!

江

"四川省遂宁市中心医院皮肤性病科
!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特异性
U

?

D

抗体在婴幼儿血清内的情况!减少婴幼儿湿疹的发生&方法
!

选取从
"&!#

年
!

月至
"&!F

年

!

月收治的皮肤科门诊婴幼儿湿疹患儿!患儿年龄在
"

个月至
#

岁!共
B&

例!作为观察组&同时选择同期的门诊体检健康婴幼儿

作为对照组!共
B&

例&采用食物过敏原
U

?

D

抗体检测试剂盒对两组患儿的血清
U

?

D

抗体进行检测!观察两组婴幼儿的血清
U

?

D

抗体含量以及根据检测结果实施食物调整后对于湿疹的治疗效果&结果
!

观察组中食物特异性
U

?

D

抗体检出率最高的是鸡蛋%

蛋清!占
B&$&Y

!其次是牛奶!占
%&$&Y

!虾和蟹分别为
CH$FY

和
C#$HFY

&观察组患儿食物特异性
U

?

D

抗体检测阳性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F

$&其中
!

个月恢复的!饮食调整组为
H'$CY

!未调整组为
#%$!Y

#复发概率饮食调整组为

!C$HY

!未调整组为
##$%Y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F

$&结论
!

通过检测婴幼儿血清中对食物的特异性
U

?

D

抗体!可指

导食物调整以减少婴幼儿湿疹的发生!对治疗和预防婴幼儿湿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并减少了药物对婴幼儿的伤害&

关键词"湿疹#

!

特异性
U

?

D

抗体#

!

婴幼儿

!"#

!

!&$#'%'

"

I

$1::=$!%H#+C!#&$"&!%$!F$&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H#+C!#&

"

"&!%

$

!F+"!HF+&#

!!

湿疹属于一种迟发型变态反应#由于引起湿疹的原因众

多#临床上很难能够明确导致湿疹的病因'由于不能了解病因

或者病因不能被去除#导致湿疹治疗往往不能彻底'婴幼儿出

现湿疹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食物引发的免疫反应)

!

*

'

根据临床基础研究发现#食物特异性
U

?

D

抗体会介导迟发型变

态反应#在众多过敏体质患儿中均能检测到较高水平的食物不

耐受的
U

?

D

抗体#提示患儿血清中的食物变应原特异性
U

?

D

抗

体的存在并且参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

*

'因此为了减少婴幼

儿湿疹的发生#了解特异性
U

?

D

抗体在婴幼儿血清内的抗体有

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从
"&!#

年
!

月至
"&!F

年
!

月收治的皮

肤科门诊婴幼儿湿疹患儿#患儿年龄在
"

个月至
#

岁#共
B&

例#作为观察组'观察组患儿均符合临床皮肤病学关于湿疹的

诊断标准'同时选择同期的门诊体检健康婴幼儿作为对照组#

共
B&

例'两组患儿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F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女)

(

$

Y

&* 男)

(

$

Y

&* 年龄$

Jc@

#月&

观察组
B& C#

$

F#$B

&

#H

$

C%$"

&

!C$"c&$C

对照组
B& C&

$

F&$&

&

C&

$

F&$&

&

!#$'c!$&

A$B

!

方法

A$B$A

!

取样
!

入选患儿均在接受标本采集日的
"

周前或更长

时间未系统使用糖皮质激素#

#M

前或更长时间未使用抗组胺

药'抽取静脉血
"6A

#离心析出血清待用'

A$B$B

!

检测
!

采用食物过敏原
U

?

D

抗体检测试剂盒$上海纪

宁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包含有
!#

种食物过敏特异性
U

?

D

抗

体#分别是牛肉+猪肉+鳕鱼+鸡肉+虾+蟹+蛋清"蛋黄+牛奶+玉

米+蘑菇+大米+西红柿和小麦'试剂盒的检测系统组成!包被

有
!C

种食物过敏原的微孔板+血清稀释液+清洗液+食物过敏

原
U

?

D

抗体标准血清+食物过敏原
U

?

D

抗体阳性质控+抗人

U

?

D

抗体辣根过氧化物酶结合液+底物液
*

+底物液
,

+终止液

及酶标仪'所有的检测均根据试剂盒的说明书进行执行操作'

试验使用的酶标仪是由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生产的

`@,E3+#%&

自动多功能酶标仪进行检测'结果判断是根据

在酶标仪上读取每孔在
CF&=6

处的吸光度值并且根据说明书

的结果判断标准进行判断'

A$B$C

!

结果判断
!

试验结果的判断均根据说明书进行判断#

其中吸光度值
$

F&Z

"

6A

为
&

级#

F&

"

!&&Z

"

6A

为
!

级#

'

!&&

"

"&&Z

"

6A

为
"

级#

'

"&&Z

"

6A

为
#

级'

A$B$D

!

湿疹患儿饮食干预
!

湿疹患儿根据检测结果#征求家

长意见调整婴幼儿的饮食习惯#停止
U

?

D

水平较高的食物#避

免接触过敏原'根据是否愿意进行饮食调整#分为饮食调整组

和饮食未调整组'入选患儿均采用相同的湿疹治疗药物进行

(

FH!"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B

月第
#H

卷第
!F

期
!

U=;VAJK(9M

!

*O

?

O:;"&!%

!

W->$#H

!

7-$!F



湿疹的治疗#根据皮损状况进行药物治疗
!

"

"

周#然后观察
!

个月+

#

个月后皮肤损害改善情况及
#

个月后复发情况'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2EE!%$&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J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F

$

&$&F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结
!!

果

B$A

!

食物
U

?

D

的检测结果
!

观察组中食物特异性
U

?

D

抗体检

出率最高的是鸡蛋"蛋清#占
B&$&Y

#其次是牛奶#占
%&$&Y

#

虾和蟹分别为
CH$FY

和
C#$HFY

'观察组患儿食物特异性

U

?

D

抗体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F

&'见表
"

'

表
"

!!

观察组和对照组食物
U

?

D

抗体的检测结果(

(

$

Y

%)

食物 观察组 对照组

猪肉
!!

$

!#$HF

&

#

$

#$HF

&

牛肉
!#

$

!%$"F

&

F

$

%$"F

&

鸡肉
!C

$

!H$F&

&

#

$

#$HF

&

鳕鱼
"B

$

#F$&&

&

C

$

F$&&

&

鸡蛋"蛋清
%C

$

B&$&&

&

!&

$

!"$F&

&

牛奶
CB

$

%&$&&

&

#

$

#$HF

&

虾
#B

$

CH$F&

&

#

$

#$HF

&

蟹
#F

$

C#$HF

&

F

$

%$"F

&

大米
!"

$

!F$&&

&

H

$

B$HF

&

玉米
!&

$

!"$F&

&

F

$

%$"F

&

小麦
C&

$

F&$&&

&

"

$

"$F&

&

蘑菇
!"

$

!F$&&

&

F

$

%$"F

&

西红柿
B

$

!&$&&

&

!

$

!$"F

&

B$B

!

饮食调整的疗效观察
!

观察组
B&

例湿疹患儿中#有
#C

例参加饮食调整#有
#%

例患儿不愿意参加饮食调整#有
!&

例

患儿失访'其中
!

个月恢复的#饮食调整组为
H'$CY

#未调整

组为
#%$!Y

#复发概率饮食调整组为
!C$HY

#未调整组为

##$%Y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F

&'见表
#

'

表
#

!!

湿疹患者饮食调整的疗效观察(

(

$

Y

%)

组别
( !

个月
#

个月 复发

饮食调整组
#C "H

$

H'$C

&

#&

$

BB$"

&

'

$

!C$H

&

饮食未调整组
#% !#

$

#%$!

&

!C

$

#B$'

&

!

$

##$%

&

C

!

讨
!!

论

!!

食物特异性
U

?

D

抗体介导的迟发性食物过敏反应与经典

的
U

?

/

介导的速发性过敏反应不同#其发病相对较为缓慢#一

般发病时间会在食物被摄入后的
"CL

后#其主要表现为一系

列的慢性症状#大多数不是急性发病)

C

*

#但由食物特异性
U

?

D

抗体所引起的过敏反应会影响全身各系统'对于针对食物特

异性
U

?

D

抗体介导的不耐受机制#目前仍未有较为确实的理论

能够进行支持分析'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普通人群中高达

CFY

的人会对某种食物产生不同程度的不耐受情况#而该不耐

受情况在婴幼儿中的发生率更高)

F+%

*

'

食物不耐受是一种复杂的变态反应性疾病#发病机制尚存

争议#目前临床上被广泛认可的说法是#食物进入消化道后会

被分解消化为各种简单化学结果#如氨基酸+甘油单糖等'只

有消化为以上物质才能够被人体吸收和消化#并且转化为能

量)

H+B

*

'但某些人体内缺乏某种酶#而导致食物进入消化道后

不能够被有效消化成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化学单体)

'

*

'其只能

是以多肽等分子形式进入肠道#由于多肽属于大分子#因此在

体内容易被当作外来物识别#从而导致出现各种变态免疫反

应#从而产生了食物特异性
U

?

D

抗体#抗体与食物颗粒形成免

疫复合物)

!&

*

'

通过食物特异性
U

?

D

抗体的检测#能够了解患儿其体内对

于各种食物的过敏情况#及时调整患儿的饮食结果#避免患儿

不能耐受的食物持续摄入而形成免疫复合物#从而导致免疫系

统的超负荷运行#从而诱发一系列的组织炎症'根据统计#在

婴幼儿中食物不耐受的全身表现主要集中在胃肠道反应和皮

肤过敏性反应)

!!

*

'

导致机体产生食物过敏的抗原分子称为食物过敏原#多为

蛋白质分子'鸡蛋+牛奶+鱼类+甲壳类动物+花生+大豆+核果

类食物与小麦经常引起过敏反应#占食物过敏的
'&Y

以上'

动物性食物过敏原以鸡蛋+牛奶和海产品最为常见'根据本文

的研究结果显示#湿疹婴幼儿中
U

?

D

抗体的检测率最高的是鸡

蛋"蛋清#占
B&$&Y

#其次是牛奶#占
%&$&Y

#虾和蟹分别为

CH$FY

和
C#$HFY

'鸡蛋中的过敏蛋白分子主要在蛋清中#包

括卵黏蛋白+卵清蛋白+卵黏蛋白因子及溶菌酶'牛奶中的过

敏蛋白分子主要为
-

+

酪蛋白及
2+

乳球蛋白)

!"

*

'海产品中的过

敏蛋白分子主要为热稳定性糖蛋白#且各种甲壳类动物中的过

敏蛋白分子具有高度的交叉反应性#因此常常导致婴幼儿出现

湿疹的食物过敏源包括鸡蛋+虾蟹等高蛋白质的食物'另外#

有研究也表明#在
H

岁以下的患儿其食物特异性
U

?

D

的阳性率

要高于
H

"

!C

岁组别的患儿#这可能与患儿的消化系统发育有

关系)

!#

*

'年龄较少的患儿其消化系统仍未完全发育#并且其

咀嚼功能也处于发育状态#因此常常会导致消化能力的下降出

现消化不良#因此进一步加深食物未能被机体消化而形成多肽

的过敏原进入体内#引起一系列的过敏反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对于出现湿疹的婴幼儿进行饮食

的调整有利于湿疹的治疗效果提高'这提示#通过监测食物特

异性
U

?

D

抗体#可以判断人体是否对于某种食物出现不耐受情

况#从而能够减少婴幼儿的全身性过敏反应'进行特异性
U

?

D

抗体检测操作相对简单#灵敏度相对较高#特异性强#可以为湿

疹等各种过敏性疾病的临床诊断+预防以及治疗提供重要的参

考依据'目前该方法已经被广泛用于临床#并且根据检测结果

进行饮食架构的调整#对于很多临床上各种不明原因的慢性疾

病的治疗能够提高治疗效果以及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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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东莞塘厦地区门诊女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调查

罗友军!肖
!

媛!李广平

"广东省东莞三局医院检验科
!

F"#H!&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人乳头瘤病毒"

@2W

$基因亚型在东莞塘厦地区女性人群中的感染状况'型别分布和年龄分布等特点&

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F

年
!"

月东莞三局医院皮肤性病科和妇科门诊的女性宫颈脱落细胞标本共
##!%

例!应用导流杂

交基因芯片技术对其进行分型检测!分析
@2W

感染状况及感染亚型的分布情况&结果
!

@2W

总感染率为
"F$"!Y

"

B#%

%

##!%

$#

@2W

亚型的感染率高危型中较高的依次为
F"

型"

F$F"Y

$!

42B#&C

型"

#$B&Y

$!

!%

型"

#$H!Y

$!

FB

型"

"$B#Y

$!

F#

型"

"$%BY

$#

低危型中
%

型"

C$'"Y

$!

!!

型"

#$B&Y

$较高&其中单一型别感染率为
!%$&CY

!多重亚型混合感染率为
'$!HY

&不同年龄段

@2W

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F

$&结论
!

应加强对该地区高危人群的干预!降低
@2W

的感染率&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

!

基因分型#

!

分子杂交#

!

广东

!"#

!

!&$#'%'

"

I

$1::=$!%H#+C!#&$"&!%$!F$&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H#+C!#&

"

"&!%

$

!F+"!HH+&#

!!

人乳头瘤病毒$

@2W

&是一种属于乳多空病毒科的乳头瘤

空泡病毒
*

属的球形
)7*

病毒#感染区域主要是人的皮肤和

黏膜的基底层上皮细胞#并引起皮肤黏膜的鳞状上皮增殖#迄

今为止已发现
!H&

种亚型)

!

*

'据研究表明#在常见的
@2W

型

别中分高危型别和低危型别#型别的不同导致它们的生物学特

性及致病性各不相同#高危型别的
@2W

主要与宫颈上皮内瘤

样病变+宫颈癌等有关%而低危型别的
@2W

主要与外生殖器

病毒性疣+软下疳等良性病变有关)

"

*

'不同的年龄阶段对

@2W

的敏感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也存在一定的地区差

异#故
@2W

分型检测对女性宫颈病变的随访治疗#宫颈癌的

早期筛查及预后判断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研究不同地区

@2W

基因型分布情况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次应用导流杂

交技术结合基因芯片技术对东莞塘厦地区门诊女性的宫颈脱

落细胞标本进行
@2W

基因型的检测)

#

*

#通过对检测结果的研

究分析#了解该地区女性人群
@2W

的感染情况#不同亚型感

染率分布及不同年龄段感染情况'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F

年
!"

月本院皮肤

性病科和妇科门诊的女性宫颈脱落细胞标本共
##!%

例#年龄

!%

"

H'

岁#平均$

#B$Hc!!$#

&岁#其中
&

"&

岁
'B

例#

'

"&

"

#&

岁
!!C"

例#

'

#&

"

C&

岁
!"F%

例#

'

C&

"

F&

岁
%FB

例#

'

F&

"

%&

岁
!#B

例#

'

%&

岁
"C

例'

A$B

!

仪器与试剂
!

,U\/5>1P9/N

0

<9::245

仪$杭州博日&%

高速离心机$长沙湘仪离心机有限公司&%

@

S

K<1M(JN

医用核

酸分子快速杂交仪$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检测试

剂为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

种
@2W

分型

检测试剂盒'

A$C

!

方法
!

"!

种
@2W

分型检测试剂盒能检测的基因型别包

含
!%

种高危亚型$

!%

+

!B

+

#!

+

##

+

#F

+

#'

+

CF

+

F!

+

F"

+

F#

+

F%

+

FB

+

F'

+

%%

+

%B

+

42B#&C

&和
F

种低危亚型$

%

+

!!

+

C"

+

C#

+

CC

&'

A$C$A

!

宫颈脱落细胞标本的核酸分离提取
!

取
B&&

$

A

标本#

严格按照试剂盒的说明书对标本进行离心+加热等处理#提取

标本核酸'

A$C$B

!

标本核酸的
245

扩增
!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配制
245

扩增试剂并分装每管
"C

$

A

#加入待检核酸
!

$

A

#

245

反应总

体积为
"F

$

A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C&

个循环扩增#获得扩增

产物'

A$C$C

!

245

产物杂交分析
!

扩增产物
'F[

变性
F61=

#迅速

放入冰水浴#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将扩增产物加入到杂交仪

中准备好的芯片膜条上进行杂交+洗膜+封阻+酶标+洗膜+显

色+洗膜等实验步骤#实验结束取出芯片膜条判读结果'

A$C$D

!

结果判读
!

根据说明书上杂交膜具体探针位置#其中

,1-;1=

为杂交反应对照点#

U4

点为
245

扩增反应对照点'正

常结果的膜条中
,1-;1=

和
U4

这两个点都会显色#其他为阳性

结果点'

@2W

单一型别感染时#在导流杂交膜芯片上相应的

@2W

亚型探针位点处可见一蓝紫色圆点#多重型别复合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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