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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广东地区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过敏原!统计其种类和阳性率!为临床医生能更好地为患者诊

治提供依据&方法
!

用瑞典法玛西亚公司的
=5'+>[%##

过敏原分析仪检测特异性过敏原
'

F

)

!统计送该中心的

%%:$8

例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过敏原结果和种类&结果
!

在过敏性疾病中!吸入性过敏原"

.

G/I

%

GV$

$和食入性过敏

原"

MV"

#

MV$

$的阳性率较高!在吸入性过敏原中!以
I%

"户尘螨$%

I$

"粉尘螨$为主!

G%

"屋尘$%

G$

"户尘$其次!在食入

性过敏原中!以牛奶%鸡蛋%鱼%虾类为主&接触性过敏原中!以蟑螂%猫毛%狗毛为主!在化学物品类中以乳胶过敏为

主&结论
!

过敏原种类非常多!临床查找过敏原的种类非常困难!建立常见过敏原过敏的种类为过敏性疾病患者的

诊断与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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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疾病又称变态反应性疾病#是过敏原$抗原%作用

下经免疫学机制产生的变态反应性疾病#常见的症状有过敏性

哮喘)鼻炎和皮炎$神经性皮炎%等*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为

$#;

#过敏性疾病患者血清中存在有针对变应原的
'

F

)

#称之

为特异性
'

F

)

#通过特异性
'

F

)

检测#明确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过

敏原#对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预防均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过敏

原的种类非常多#若将所有的过敏原种类都进行检测#费用太

高#分析过敏性疾病患者常见过敏原的种类和阳性率#对过敏性

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有重要的意义*作者统计了
%%:$8

例

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血清过敏原检测结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统计本中心送检的
%%:$8

例过敏性疾病患

者的过敏原特异性
'

F

)

检测结果*患者均来自广东地区#年龄

%

(

:#

岁*

$6/

!

方法
!

所有的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过敏原检测均采用瑞典

法玛西亚公司
=5'+>[%##

过敏原分析仪进行特异性
'

F

)

检

测*检测项目包括多价过敏原和单价过敏原*多价过敏原有

吸入性过敏原$

.

G/I

%)接触性过敏原$

DV%

%)食入性过敏原

$

MV"

"

MV$

%)

MV%#

)

GV$

)

MV$

)

MV<

)

MV:

)

-V%

)

-V$

)

DV:%

)

MV%9

)

MV%"

)

MV%!

)

MV$#

*单价过敏原包括户尘)粉尘)户尘螨)粉尘螨)牛

奶)鸡蛋)小麦)花生)猫毛)狗毛)蟑螂)虾等*化学物品类过敏

原包括油漆)甲醛)乳胶*

$6'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检验或
!

$ 检验*

/

!

结
!!

果

/6$

!

7:!#

例患者进行了多价过敏原
'

F

)

的检测
!

其中
<:!!

例患者进行了吸入性过敏原
.

G/I

)屋尘)尘螨)榆树)杨树)柳

树)黑根霉
'

F

)

的检测#阳性有
%<89

例#阳性率为
<!6:";

#

""8

例患者进行了吸入性过敏原尘螨类的
GV$

$包括屋尘)户

尘)粉尘螨%检测#阳性
$%$

例#阳性率为
<86##;

*

<!$!

例患

者进行了食入性过敏原
MV"

$牛奶)鸡蛋)花生)小麦)黄豆)鳕

鱼%检测#阳性
<78

例#阳性率为
%#678;

#

$99

例患者进行了食

物性海鲜类食物
MV$

$金枪鱼)鲑鱼)小虾)蓝贻贝%的检测#阳性

""

例#阳性率为
$$6"9;

#

"8%

例患者进行了接触性过敏原
DV%

$猫)马)奶牛)狗毛发皮屑%的检测#阳性
"%

例#阳性率为

86:8;

#

<$!

例患者进行了接触性过敏原霉菌类
-V$

$点青霉)

烟曲霉)白色念珠菌)交链孢霉%的检测#阳性
%:

例#阳性率为

"6$%;

#

9"

例患者进行了食入性过敏原
MV<

$小麦)燕麦)芝麻)

荞麦)玉米%检测#阳性率为
$6$$;

#还进行了
%:<

例与
%:"

例

患者的
-V%

$点青霉)烟曲霉)分枝孢霉)交链孢霉%与
MV:

$西红

柿)酵母)大蒜)洋葱)芹菜%检测#检测结果阳性率分别为

$687;

)

$68!;

*

8%

例
DV:%

$鸡毛)鸭毛)鹅毛)火鸡毛%)

%#<

例

MV%#

$猪肉)牛肉)蛋黄)鸡肉)火鸡肉%)

$#

例
MV%9

$西红柿)菠

菜)甘蓝)红辣椒%)

$#

例
MV%"

$苹果)梨)香蕉)桃%)

$#

例
MV%!

$草莓)梨)柠檬)菠萝%)

$#

例
MV$#

$小麦)大米)大麦)裸麦%的

过敏原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6$;

)

#67:;

)

#;

)

#;

)

#;

)

#;

*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各种混合性过敏原
'

F

)

阳性率差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7

卷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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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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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过敏性疾病患者中#对吸入性过敏原过

敏的阳性率最高#占
<!6:";

#其中对吸入性过敏原中的尘螨

类过敏的阳性率最高#占
<86##;

#对食入性过敏原过敏的其

次#其中对海鲜类过敏的占
$$6"9;

#对接触性过敏原过敏的

稍后#占
86:8;

#而对于其他食物性或接触性混合性过敏原过

敏的阳性率很低*

/6/

!

%<#!

例多价吸入性过敏原阳性中#各种单价吸入性特异

性
'

F

)

的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各单价特异性吸入性过敏原阳性情况

过敏原
(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

G%

$屋尘%

<9$ 7: $86<!

G$

$户尘%

%<% <! $:698

I%

$户尘螨%

$8: %<" 9:6#9

I$

$粉尘螨%

"9! $:7 "%6%#

从表
%

可以看出#在吸入性过敏原中#以
I%

)

I$

的阳性率

最高#

I%

与
I$

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与
G$

的阳性率

仅次于
I%

)

I$

#

G%

与
G$

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

!

<<8

例食入性过敏原
MV"

阳性中#各单价过敏原的阳性率

见表
$

*

表
$

!

各单价食入性过敏原阳性情况

过敏原
(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

M%

$鸡蛋白%

%#! $% %768%

M$

$牛奶%

:: $< $768:

M<

$鳕鱼%

"% # #

M9

$小麦%

$8 # #

M%<

$花生%

<< % <6#<

M%9

$黄豆%

9< < !678

从表
$

可以看出#

MV"

中各单价过敏原特异性
'

F

)

的检测

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以
M$

阳性率最高#

M%

次之*黄豆)

花生过敏的较少#鳕鱼)小麦过敏的为零*

/61

!

$<8

例接触性过敏原
DV%

阳性中#各单价过敏原的阳性

率见表
<

*

表
<

!

各单价接触性过敏原阳性情况

过敏原
(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

D%

$猫毛%

$: 9 %968%

)

$

$狗毛%

<" 9 %%69<

A!

$蟑螂%

%:! %#9 "8678

从表
<

可以看出#在接触性过敏原中#以
A!

的阳性率最

高#其次为
D%

*

/62

!

%9!

例其他常见过敏原的阳性率见表
9

*

表
9

!

其他常见过敏原阳性情况

过敏原
(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

M$<

$蟹%

:! 7 %%689

M8#

$龙虾%

:# %% %"6:%

/6)

!

%"#

例常见化学物品过敏原的阳性率见表
"

*

表
"

!

%"#

例常见化学物品过敏原的阳性情况

过敏原
(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

*:"

$油漆%

"# < !

*8#

$甲醛%

"# % $

*8$

$乳胶%

"# ! %$

从表
"

可以看出#在化学物品的过敏原中#以乳胶过敏的

阳性率最高#以油漆过敏的次之#甲醛过敏的较少*

'

!

结
!!

论

随着工业化发展及生态环境的改变#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

正日趋增长#已成为一种严重的健康问题*过敏性疾病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疾病#可能有一种或多种触发因素*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触发因素#有不同的临床症状#因此治疗不尽人意*全

球过敏性疾病防治的建议认为!最好的过敏性疾病治疗就是预

防*寻找其过敏可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依据*本文中主

要讨论
&

型过敏反应性疾病#

&

型超敏反应是由于变应原再次

进入体内后引发的超敏反应#它发生快)故又称为速发型超敏

反应或过敏反应#主要由
'

F

)

介导引起#是临床上最多见的一

种过敏反应性疾病+

%

,

*

临床实践中#点刺试验和皮内试验仍然是寻找过敏原最常

用方法#但季节)时间点)皮试的部位)近期服用的某些药物等

因素都可以影响皮试的结果#患者也感到痛苦#且有一定的危

险性+

$

,

#

=5'+>[%##

过敏原分析仪过敏原
'

F

)

检测是应用荧

光酶免技术对特异性
'

F

)

直接测定#安全可靠)影响因素少#患

者无痛苦#诊断准确高*过敏原的体外检测较皮肝试验相比有

潜在的优点#是当前过敏原检测较好的方法+

<

,

#被认为是过敏

原检测的3金标准4*

本文资料结果表明!广东地区的过敏原以吸入性过敏原为

主#

[G/I

占
<!6:";

#

GV$

占
<86#;

#其中以
I$

和
I%

为主#分

别占
"%6%;

)

9:6#9;

#

I%

与
I$

的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说明

户尘螨与粉尘螨在过敏性疾病中的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尘螨

呈世界性范围分布#孳生于人类居住环境#因此控制尘螨是防

治过敏性疾病的重中之重+

9?!

,

*其次是食入性过敏原
MV"

和

MV$

#在
MV"

阳性病例中以牛奶)鸡蛋为主#牛奶占
$768<;

#鸡

蛋占
%768%;

#对于一些喝牛奶)吃鸡蛋的湿疹幼儿#可以对其

首选进行牛奶)鸡蛋方面的过敏原筛查#因其在过敏性疾病中

的阳性率较高#在食物性过敏原中#

M$<

和
M8#

也占有较高的阳

性率#

M$<

占
%%689;

#

M8#

占
%"6:%;

#这于广东人喜欢吃蟹)虾

有关#在接触性过敏原
DV%

中#以蟑螂为主#蟑螂占
"8678;

#

其次为猫毛)狗毛*这与现代家庭养宠物也有一定关系#因此

对于过敏体质的家庭#建议最好不养宠物#并少接触宠物#以减

少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在化学品过敏原中#以乳胶过敏的较

多#油漆过敏的次之#以提醒从事化学品接触工作的人员在日

常的工作中#需注意与过敏原的接触*

在临床工作中#过敏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应通过病史)皮

肤试验)特异性
'

F

)

的检测结果综合进行分析#切忌盲目和片

面#合理应用特异性
'

F

)

检测将提高过敏性疾病的病因诊断准

确度+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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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各组血浆
30

O

浓度检测结果&

PdC

'

组别
( 30

O

$

'

-,H

"

Z

%

糖尿病
>

组
"# %<67d$6#

糖尿病
S

组
9# $#68d96$

健康对照组
"$ %$68d%67

'

!

讨
!!

论

近年来#通过分子水平研究
30

O

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已

引起人们的关注*血液中增高的
30

O

因为刺激血管壁引起动

脉血管的损伤#导致炎症和管壁的斑块形成#最终引起心脏血流

受阻*高浓度
30

O

与心血管疾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

,

#据相关

报道称!高浓度的
30

O

患者可较早出现冠状动脉和其他动脉的

粥样硬化病变#且血浆
30

O

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及冠心病

患者远期的预后和病死率有关*从本文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

心血管病组血浆
30

O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二者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充分说明高
30

O

血症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

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子*因此监测血浆
30

O

浓度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

*

脑血管疾病现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随着

发病率的上升#复发率也在提高#因此对引起脑血管疾病危险

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本组病例血浆
30

O

测定结果与

健康对照组比较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这

充分证明脑血管疾病与血浆
30

O

有密切正相关*因此#应重

视对脑血管病患者血浆
30

O

检测#早期检测到高
30

O

血症并

加以纠正可能会延缓或阻止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减少脑血管

病的发生+

:

,

#对其治疗)预后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糖尿病肾病$

a5

%是糖尿病的重要并发症*患者一旦出现

显性蛋白尿#肾功能将进行性恶化#最终导致肾衰竭*因此#早

期发现和有效预防
a5

发展至关重要*尿
->HK

是监测糖尿

病肾早期损害的敏感指标 +

8

,

#本研究根据糖尿病患者尿液中

->HK

水平将糖尿病患者分为
>

)

S

两组#通过对糖尿病
>

)

S

两组的血浆
30

O

分析发现#随着患者尿液中
->HK

水平逐渐升

高#也就是糖尿病肾早期损害的发生和发展#血浆
30

O

浓度也

相应增加#因为肾脏是清除和进一步代谢
30

O

的主要脏器#故

肾脏代谢清除障碍可能导致血浆
30

O

水平显著升高#是高

30

O

血症原因之一+

7

,

*本研究认为#糖尿病患者一方面由于各

方面的因素导致体内
30

O

蓄积#尤其是当肾损害时
30

O

积聚

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体内积聚过多的
30

O

促进
a5

的发生和

发展#因此对糖尿病患者常规检测
30

O

#早期发现和干预高

30

O

血症#对预防
a5

的发生和发展可能有一定的帮助*

综上所述#虽然
30

O

是人体代谢产生的正常中间产物#但

其在体内蓄积时#可能诱发多种疾病+

%#

,

*临床医生及时检测

及监测患者血浆
30

O

水平#对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肾病

的诊断)治疗)预防和预后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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