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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反应过敏原检测及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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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
4'''&&

'

(3

重庆市肿瘤医院检验科
4'''*'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导致
%

型变态反应的各类过敏原在临床上的发生规律%方法
!

收集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皮肤科
('&'

年
&

!

&&

月所检测的
*7:'

例临床病例!随机抽样
*):

例!用免疫印迹法试剂盒进行检测%结果
!

吸入

性变应原所引起的过敏反应以屋尘螨&粉尘螨和屋尘为主!与相邻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3'9

$'食物性变

应原所引起的过敏反应以虾&蟹为主!与相邻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3''9

$%结论
!

通过对变态反应过敏

原的检测!发现引起
%

型变态反应的常见因素对患者的诊断&治疗和正确规避
%

型变态反应的发生有重要的临床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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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变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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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反应也叫超敏反应#是指机体受到某些或某种抗原刺

激后#再次接受相同抗原刺激时发生的一种以机体生理功能紊

乱或组织细胞损伤为主的特异性免疫反应#临床上常以皮肤过

敏*皮肤瘙痒*红肿等症状出现)变态反应根据其免疫机制*反

应时间等特征常分为
4

级)本文根据
%

型变态反应的特点#总

结
('&'

年
&

!

&&

月间本实验室用免疫印迹法所检测的
*7:'

例临床病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
*):

例资料进行分析#现

总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资料来源
!

本院皮肤科变态反应实验室
('&'

年
&

!

&&

月所检测的
*7:'

例临床病例#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

例

进行分析)

$3/

!

检测方法
!

特应性过敏原$中国组合%检测试剂盒$欧蒙

印迹法%#其操作方法和判断标准按照说明书执行)

/

!

结
!!

果

/3$

!

*):

例病例中过敏原检测为阴性的
*&

例#占
:346

#阳性

病例
**5

例#占
7&3)6

)

/3/

!

检测分为吸入组和食物组#按类别组合将各组分为
9

大

类进行临床统计观察#见表
&

*

(

)

/3'

!

吸入组$见表
&

%资料表明#因吸入性过敏原引起
%

型变

态反应的主要因素是尘螨组合$屋尘螨"粉尘螨%和屋尘为
&7*

例#所占比例为
4'6

(猫毛和狗毛皮为
&95

例#所占比例为

*(396

#两者经统计学
"

(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3'9

%(而树组合$柳树"杨树"榆树%*普通豚草和艾蒿
9(

例#占

&'3:6

(蟑螂
4&

例#占
:396

(真菌组合$点青霉"分枝孢霉"烟

曲霉"交链孢霉%及草
4'

例#占
:3*6

)

表
&

!

吸入组过敏原检测

组别 过敏原
阳性

例数

阳性率

$

6

%

&

树组合$柳树"杨树"榆树%*普通豚草*艾蒿
9( &'3:

(

尘螨组合$屋尘螨"粉尘螨%*屋尘
&7* 4'3'

*

猫毛*狗毛皮
&95 *(39

4

蟑螂
4& :39

9

真菌组合$点青霉"分枝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草
4' :3*

表
(

!

食物组过敏原检测

组别 过敏原
阳性

例数

阳性率

$

6

%

&

鸡蛋白*牛奶
97 &434

(

花生*黄豆
): &)3)

*

牛肉*羊肉
(& 93&

4

海鱼组合$鳕鱼"扇贝%*淡水鱼组合$鲑鱼"鲈鱼"鲤鱼%

&&* (53)

9

虾*蟹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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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组$见表
(

%资料表明#由食物性引发
%

型变态反应

的主要因素是虾*蟹为
&4:

例#所占比例为
*)3(6

(海鱼组合

$鳕鱼"扇贝%*淡水鱼组合$鲑鱼"鲈鱼"鲤鱼%

&&*

例#所占比例

为
(53)6

#二者经统计分析
"

(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3''9

%(鸡蛋白*牛奶
97

例#占比例
&4346

(花生*黄豆
):

例#

占
&)3)6

(牛肉*羊肉
(&

例#仅占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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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羊水不但要符合这些要求#还要满足以下情况)

'3$

!

黏液
!

因为黏液进入细胞计数仪有可能增加
Qa

计数#

所以经阴道收集的羊水标本若有明显的黏液#不应再做
Qa

计

数)但若标本来源于胎膜早破#阴道有流动着的羊水而无明显

黏液者可行
Qa

计数)

'3/

!

胎粪
!

一方面#胎粪可轻微增加
Qa

计数#每微升约

9'''

#因此胎粪污染严重时对
Qa

计数的影响程度也不很大)

故有胎粪污染的羊水预测
T#V2

的发生率较实际低)另一方

面#有严重的胎粪污染也提示了胎儿宫内有缺氧#应尽快采取

措施)若胎粪污染不太严重的羊水
Qa

计数位于成熟值的临

界范围#则根据临床判断做下一步的处理)

'3'

!

血液
!

血液污染的羊水对
Qa

计数的影响有
(

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全血中的血小板与
Qa

同时进人了血小板通道

$血小板直径与
Qa

近似%#也计入
Qa

#故
Qa

计数增加)但是#

这种影响相对较小#甚至当全血占羊水比容的
(6

时#也只增

加
Qa

计数的
96

)而且这种
Qa

计数的增加短暂#只持续
('

NF=

)另一方面#羊水放置约
(C

后#羊水中前凝集酶的活性使

血细胞与
Qa

相互凝集#致使
Qa

计数减少)由于混血的羊水

标本存在以上原因#可能导致
Qa

计数假性减少#故当羊水中

血容比积大于
&6

时#应通知临床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

判断)

'31

!

羊水量
!

羊水量影响
Qa

计数#

F̀

g

=MAH

,

AH

等研究亦发

现#

Q

"

2

受羊水量影响较小#而
Qa

计数则反之)羊水过少时#

Qa

计数可以假性增加#导致假阴性的结果)相反#羊水过多可

能导致假阳性的发生)对于妊娠期糖尿病的妇女应谨慎应用

预测胎肺成熟度的方法#可同时进行
Qa

计数及
Q

"

2

测定#特

别是在糖尿病血糖控制不良时#

T#V2

的发生率显著上升#故

应慎重参考
Qa

计数#结合临床判断做进一步处理)

综上所述#随着科学的发展#对胎肺成熟度的实验室诊断

方法越来越多#然而#羊水板层小体计数是最快捷*简单*可靠

的方法#适用于广大基层单位#对于提高产科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当孕妇出现紧急情况准备分娩时#只要有显微镜及牛鲍计

数盘#就可以对其进行计数)亦可取样至检验科#在血细胞分

析仪上进行分析计数)尤其是后者#在各个基层单位均有配

备#且其分析快速*省力*简单*廉价*客观#该方法更具推广普

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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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变态反应又叫速发性变态反应#习惯上又称为过敏

反应#引起此反应的物质被称为过敏原或变应原#根据变应原

的来源不同#可分为吸入性变应原*食物性变应原*药物性变应

原及真菌性变应原,

&

-

)特异性过敏反应具有遗传性#是一种遗

传性疾病,

(

-

#最为常见的是
%

型变态反应#其特征是形成特异

性的
+

,

P

抗体,

*

-

#一旦与相应的过敏原接触后#可在数分钟内

发生局部或全身反应)本文实验资料中研究也发现#引起
%

型

变态反应的吸入性变应原或食物性变应原#不是一种而是多

种#并时常有两类过敏原同时存在#而出现临床上多种局部或

全身症状以至于危及生命,

4

-

)

'3/

从对吸入性变应原的检测中发现#由尘螨组合$屋尘螨"粉

尘螨%*屋尘引起的
%

型过敏反应与猫毛*狗毛皮所引起的
%

型

过敏反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3'9

%#说明常见性过

敏原尘螨组合$屋尘螨"粉尘螨%*屋尘在吸入性过敏反应中是

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与文献报道相一致,

9

-

)这与环境污

染*空气质量*人们的生活卫生习惯有关)

'3'

!

食物性变态反应是由
+

,

P

介导的过敏反应#摄入食物后

几小时内可出现相应症状,

)

-

)检测中虾*蟹所引起的
%

型过敏

反应与海鱼组合$鳕鱼"扇贝%*淡水鱼组合$鲑鱼"鲈鱼"鲤鱼%

引起的
%

型过敏反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3''9

%)

考虑本资料来源于内地#与本地区的饮食生活习惯和遗传因素

有关)

'31

!

变态反应过敏原的检测是临床上常用于诊断过敏性疾病

的方法之一#对找出患者过敏原因#预防和治疗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本实验资料中发现和提示了引起吸入性和食物性过

敏反应的主要原因#但实验因所检测的项目和地区有限#不排

除还有其他的因素存在#故临床上患者出现临床症状而未能查

出过敏原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临床对发生变态反应的患者

除进行过敏原的检测#尽量找出引起过敏性反应的原因#进行

诊断*脱敏治疗和避免接触过敏原外#还应根据其表现出的症

状和特征进行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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