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敏感#特异性高#对儿童急性感染性疾病的及时诊断有着重

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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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手%面部慢性湿疹患者的潜在病因!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

对门诊确诊的

)*/

例手%面部的慢性湿疹患者进行临床调查!并采用-瑞敏.系列接触过敏原对所有患者进行斑贴试验&结果
!

受

检的
)*/

例患者中!

).6

例"

U,+*T

$斑贴试验呈阳性反应!最常见的接触性变应原依次为重铬酸钾%硫酸镍%甲醛%

对苯二胺%芳香化合物!从事某些特定职业的患者阳性率明显较高&结论
!

手%面部慢性湿疹与接触过敏原可能有

很大的相关性!斑贴试验有助于明确患者的过敏原!对提高治愈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手面部湿疹#

!

病因#

!

斑贴试验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

"

*.))

$

*.;*/,6;.*

!!

手*面部的湿疹发生于暴露部位#常因病因不明导致病情

反复发作*迁延难愈#往往给患者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直接影

响患者生活质量)为探讨此病因#作者对
)*/

例患者进行问卷

调查#并进行了斑贴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患者均来自本中心门诊#依据病史与

典型临床表现均符合湿疹诊断,

)

-

)入选标准!单纯发生在面部

或$和&手部的慢性湿疹者%以面部或$和&手部湿疹为重并先

发#后累及其他部位者%所有患者均为非急性期发作者%停用抗

组胺药
,C

以上#糖皮质激素停用
*

周以上%不伴有其他变态

反应性疾病者)对所有患者均进行了口头调查记录#调查内容

年龄*性别*病史*职业*环境*生活习性等)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以
*U

"

/.

岁最多#为
).*

例

$

U)+-T

&%职业以工人最多#为
=U

例$

-*+6T

&#其中建筑工人

/*

例#油漆工人
))

例#其他
)/

例%其次美容美发
)*

例

$

<+-T

&*学生
U

例$

-+6T

&*农民及家庭主妇
).

例$

U+.T

&*营

业员
U

例$

/+-T

&*教师
6

例$

,+*T

&*司机
*

例$

)+-T

&*医护

人员
*

例$

)+-T

&)病程
,

个月至
U

年)

$+/

!

试验材料
!

采用0瑞敏1斑贴试剂盒$瑞典化学诊断公司

生产#北京元康公司提供&#共
*.

种系列过敏原#配套进口斑贴

测试芯室)

$+'

!

操作方法
!

根据试剂盒说明书要求#将准备好的
*.

种测

试抗原按一定的次序从注射器孔挤出约
*/

#

'

分别加入芯室

中#将加有过敏原的斑贴测试器敷贴于患者后背肩胛骨下方脊

柱两侧健康皮肤上#并做好相应的标志)试验期间告知患者勿

洗澡#勿剧烈运动#减少出汗#避免搔抓#避免直接阳光照射#在

受试期间避免饮酒*服用各种抗过敏药)要求患者在贴敷
6UD

以后揭掉斑贴物#并注意保持标志清晰#

=*D

以后到医院复

诊#由专业医师判读检测结果)

$+1

!

判定标准
!

根据国际接触性皮炎研究组$

7Y("Y

&推荐

的判读标准!$

)

&阴性反应$

_

&#无皮疹)$

*

&可疑反应$

X

&#仅

有轻度红斑)$

,

&弱阳性反应$

d

&#红!斑*浸润*可有少量丘

疹)$

6

&强阳性反应$

dd

&#红斑*浸润*丘疹及水疱)$

/

&极强

反应$

ddd

&#红斑*浸润*丘疹*出现水疱或大疱)$

-

&

7"

为

刺激反应)阳性反应强度在$

d

&及以上有诊断意义)阳性率

^

$弱阳性反应例数
d

强阳性反应例数
d

极强反应例数&"受试

例数
c)..T

)

/

!

结
!!

果

/+$

!

斑贴试验结果
!

)*/

例检测患者中#

).6

例斑贴试验呈阳

性反应#阳性率
U,+*T

)其中只对
)

种过敏原呈阳性反应的

6=

例$占
,=+-T

&#

*

种物质的
*=

例$占
*)+-T

&#

,

种及
,

种以

上物质的
)/

例$占
)*+.T

&#最多的可对
=

种物质呈阳性反

应)位列前
/

位的变应原依次为重铬酸钾*硫酸镍*甲醛*对苯

二胺*芳香化合物)具体见表
)

)

表
)

!

)*/

例患者斑贴试验结果分析

序号 致敏原
=*D

观察结果

X d dd ddd

阳性

例数

阳性率

$

T

&

)

重铬酸钾
/ 6) , . 66 ,/+*

*

硫酸镍
, )* = , ** )=+-

,

芳香混合物
, < - ) )- )*+U

6

卡巴混合物
. / ) . - 6+U

/ !Gd4E;

异噻唑
. / . . / 6+.

-

甲醛
* ), = ) *) )-+U

=

亚乙基二胺
. * ) . , *+6

U

环氧树脂
) / . . / 6+.

<

对苯二胺
) * < - )= ),+-

).

松香
. 6 ) ) - 6+U

))

对苯类混合物
. 6 ) . / 6+.

)*

溴硝丙醇
. * . . * )+-

),

黑橡胶混合物
. ) . . ) .+U

)6

咪唑烷基脲
) , ) . 6 ,+*

)/

夸特
)/ . . . . . .+.

)- 9;

环己基硫酞内酯
* 6 . . 6 ,+*

)=

巯基混合物
. ) . . ) .+U

)U

秋兰姆混合物
. , . . , *+6

)<

倍半萜烯内酯混合物
. * . ) , *+6

*.

氯化钴
. ) . . ) .+U

!!

注!多种过敏原阳性患者分别计入每种过敏原阳性病例中)

/+/

!

斑贴试验阳性结果与职业相关性
!

对重铬酸钾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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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工人
,)

例$主要为瓦工&#农民
6

例#营业员
*

例#理发

师
-

例#学生
)

例%对硫酸镍过敏
**

例#其中工人
)6

例$以机

修工为多&#司机
*

例#学生
*

例#理发
*

例#医生
)

例#家庭主

妇
)

例%对甲醛过敏
*)

例#其中工人
<

例#农民
,

例#学生
*

例#教师
*

例#营业员
*

例#理发师
*

例#护士
)

例%对对苯二胺

过敏
)=

例#其中理发师
)*

例#工人
6

例#学生
)

例%芳香混合

物过敏
)-

例#主要是建筑工人
U

例#农民
,

例#营业员
*

例#理

发师
*

例#学生
)

例)

'

!

讨
!!

论

斑贴试验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致敏原#确定其与临床的相关

性#指导患者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避免接触有相同或相似分

子结构和功能基团的物质#从而避免变态反应性皮肤病的发生

和恶化#对明确由迟发型变态反应引起的皮炎湿疹有极其重要

的价值,

*

-

)作者采用瑞敏接触过敏原斑贴试验对
)*/

例湿疹

患者检测#结果总阳性率为
U,+*T

#比国内其他报道,

,;/

-高#这

可能与作者选择的病例的特殊发病部位有关#也进一步验证了

手*面部慢性湿疹的发生和复发与外源性致敏原有密切

关系,

-

-

)

斑贴试验结果显示#位列前
/

位的变应原依次为重铬酸钾

$主要存在于水泥*衣服染料*油漆*鞋油*地板蜡*清洁剂中&*

硫酸镍$主要存在于合金*电镀物品中#如佩戴金属耳环*眼镜*

金属手表手机等&*甲醛$作为收敛剂*消毒剂及防腐剂广泛存

在于建筑材料*生活*医药用品及化妆品中&*对苯二胺$是一种

有机合成持久的染发剂成分&#芳香化合物$广泛存在于香料*

化妆品*香水*牙膏及食品中&#与致敏原物质接触较多的职业

人阳性率相应较高#提示职业的接触与手*面部湿疹的发生及

反复发作有密切联系)在
).6

例斑贴试验阳性患者中#

*

种或

*

种以上变应原呈阳性的有
6*

例#约占总阳性数的
6.+6T

$

6*

"

).6

&#提示手*面部湿疹患者存在多重过敏现象)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接触的

化学物品越来越多#多种接触性过敏原同时引起湿疹的机率也

将增加#从而导致临床治疗更加棘手)

本试验结果提示#斑贴试验操作方便#无明显的不良反应#

能帮助大多数皮炎*湿疹等皮肤过敏患者查到过敏原#还可以

针对性查找过敏原如化妆品原物*香水等直接做斑贴试验#是

查找接触过敏原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对于慢性湿疹患者尤

其是手*面部的湿疹者#在诊疗过程中#不仅要对症治疗#还应

详细询问病史#进行斑贴试验查找可疑过敏原#在查清过敏原

后#告知患者加强生活和工作中的预防#避免再次接触#对减少

复发*提高治愈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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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在乙型肝炎病毒检测中的临床意义

王建梅"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前
1)

抗原"

#FE1)0

Q

$在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病毒"

$:W

$检测中的意义&方法
!

对
-/=

例已确诊的乙肝患者抽取空腹静脉血!

#FE1)0

Q

及乙肝两对半的检测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的方法!操作过程及

结果判读均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结果
!

#FE1)0

Q

在乙肝表面抗原"

$:@0

Q

$阳性血清中阳性率为
-U+/T

!其中乙

肝病毒
E

抗原"

$:E0

Q

$阳性血清中阳性率为
UU+<T

!乙肝病毒
E

抗体"抗
;$:E

$阳性血清中阳性率为
--+,T

!

$:E0

Q

与抗
;$:E

均阴性血清中阳性率为
6-+6T

&结论
!

#FE1)0

Q

阳性是乙型肝炎病毒存在与复制的新标志&

#关键词$

!

乙型肝炎病毒#

!

前
1)

抗原#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

"

*.))

$

*.;*/,/;.*

!!

我国是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病毒$

$:W

&的高流行区#约

有
)+*

亿人携带
$:W

,

)

-

#慢性乙肝
*...

"

,...

万例#每年约

*/

"

,.

万人死于乙型肝炎相关性疾病#其中约
).T

"

*.T

可

发展为肝硬化#

)T

"

6T

的肝硬化患者发展为肝癌)

$:W

感

染是极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建立简便*灵敏*重复性

好的
$:W

的检测是极为重要的)长期以来血清标志物一直

作为判断
$:W

感染*复制*预后*转归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

着医学的发展#对
$:W

的检测方法也增加了#如前
1)

抗原

$

#FE1)0

Q

&和
$:W(90

荧光定量检测等,

*

-

)但
$:W(90

荧光定量检测受实验条件限制#不适合基层医院开展#不宜作

为常规检测)而
#FE1)0

Q

和乙肝两对半的检测均可用酶联免

疫法#而且操作简便#准确性和特异性较高#便于基层医院推广

应用#有利于提高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水平)本文对已确诊
-/=

例乙肝表面抗原$

$:@0

Q

&阳性标本#同时检测乙肝两对半及

#FE1)0

Q

#探讨其临床价值#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全部标本来自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及住院患者#早晨空腹采集静脉血于一次性抗凝管中#

当天完成乙肝两对半及前
1)

抗原检测#并做好其中
-/=

例

$:@0

Q

阳性标本检测结果的材料收集)

$+/

!

试剂与方法
!

乙肝两对半酶联试剂盒由上海科华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FE1)0

Q

试剂盒由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

学有限公司提供)实验方法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8'710

&法#操作及结果判读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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