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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６例变态反应疾病患者体外过敏原检测及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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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绵阳地区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常见的体外过敏原种类及其在不同年龄人群中的分布特

点，为绵阳地区过敏性疾患的治疗和预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用欧蒙印迹法检测试剂盒对患者血清过敏原特异

性抗体（ｓＩｇＥ）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１７７６例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ｓＩｇＥ阳性率为５９．５％，吸

入性变应原检测阳性率前３位分别为：屋尘（３２．１％）、猫毛（２１．８％）和尘螨（１９．４％）；食物性变应原检测阳性率前３

位分别为：淡水鱼（１２．０％）、鸡蛋白（１０．５％）和虾（１０．４％）。＜１４岁、１４～４４岁、＞４４岁就诊者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６６．９４％、５５．４９％、３８．８７％。结论　绵阳地区最常见的体外过敏原种类分别为屋尘、猫毛、尘螨、淡水鱼、鸡蛋白和虾；

不同年龄段其阳性检出率有所差异，以低年龄段患者为主，随着年龄的增加，过敏原阳性检出率呈逐渐降低趋势。

【关键词】　过敏原；　体外过敏原检测；　特异性ＩｇＥ；　阳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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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质量

和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过敏性疾病在人群中的患病率

却呈逐年上升趋势［１］。“卫生假设”理论认为，由于人们接触微

生物及其成分受到病原体感染的机会减少，从而导致Ｔｈ２型

免疫上调，诱导ＩｇＥ产生。ＩｇＥ和过敏原结合后，刺激机体产

生化学物质，触发细胞大量分泌药理活性物质，引起一系列过

敏症状，最终形成了过敏性疾病［２］。过敏反应是一种对异物的

超敏反应，这些异物通常无害，但在过敏反应患者中则产生强

烈的反应［３］；除遗传易感性外，其他非遗传因素，如过敏原接

触、营养状况、慢性疾病或病毒性感染也对过敏反应具有一定

作用［４］。因此，过敏反应涉及面非常广泛，仅支气管哮喘患者

在国内就有近３千万人，其他如花粉症、过敏性鼻炎患者也极

为常见。本研究对绵阳地区１７７６例过敏性疾病患者体外过

敏原进行检测，从而分析绵阳地区常见体外过敏原种类及其在

不同年龄人群中的分布特点，为临床医生对绵阳地区过敏性疾

病进行预防和治疗提供指导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本院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门诊及住院

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１７７６例，其中男９２０例，女８５６例，年龄

０～８７岁，其中＜１４岁９８３例，１４～４４岁５４６例，＞４４岁２４７

例；疾病种类包括湿疹、荨麻疹、过敏性紫癜、特应性皮炎、神经

性皮炎、接触性皮炎、哮喘等，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确诊。

１．２　实验方法 　采用德国欧蒙公司特应性过敏原（中国组

合）检测试剂盒（欧蒙印迹法），严格按照该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检测及结果判读。

１．３　检测原理　试剂盒中的检测膜条上平行包被了２０种不

同的吸入性和食物性过敏原。经缓冲液预处理的检测膜条与

患者样本进行第１步温育，样本内含有的过敏原特异性抗体

（ｓＩｇＥ）可与相应的过敏原结合，加入酶标单克隆的抗人ＩｇＥ抗

体（酶结合物）进行第２步温育，然后加入酶底物，发生颜色反

应。待膜条干透后，用扫描仪将待检膜条扫描，与结果判定模

板上标记位置相同的条带记录在结果判定模板上。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常见的过敏原种类及阳性率结果　见表１。对１７７６例

研究对象进行过敏原检测，阳性共１０５７例，阳性率为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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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吸入性变应原阳性率前５位分别为屋尘、猫毛、尘螨、狗上

皮和蟑螂；食物性变应原阳性率前５位分别为淡水鱼、鸡蛋白、

虾，海鱼组合和牛奶。

２．２　不同年龄段过敏原检测结果　见表２。由表２可见，＜

１４岁者与＞４４岁者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

表１　１７７６例研究对象血清ｓｌｇＥ检测结果［狀（％）］

变应原
吸入性

总阳性率（％）男（狀＝９２０） 女（狀＝８５６） χ
２

变应原
食入性

总阳性率（％）男（狀＝９２０） 女（狀＝８５６） χ
２

屋尘 ３２．１ ３０８（３３．５） ２６２（３０．６） １．４４ 淡水鱼 １２．０ １００（１０．９） １１３（１３．２） ２．４９

猫毛 ２１．８ １１５（１２．５） ２７３（３１．９） ９７．４９ 鸡蛋白 １０．５ １１２（１２．２） ７５（８．８） ５．５５

尘螨 １９．４ ２０２（２２．０） １４２（１６．６） ８．３４ 虾 １０．４ １０８（１１．７） ７６（８．９） ３．９４

狗上皮 １０．６ ９２（１０．０） ９７（１１．３） ０．８５ 海鱼组合 ９．２ ９２（１０．０） ７１（８．３） １．５４

蟑螂 １０．６ ９０（９．８） ９８（１１．４） １．３２ 牛奶 ５．６ ５３（５．８） ４７（５．５） ０．０６

艾蒿 ３．３ ３２（３．５） ２７（３．２） ０．１４ 花生 ５．１ ４５（４．９） ４５（５．３） ０．１２

树组合 ２．６ ２２（２．４） ２４（２．８） ０．２９ 蟹 ５．１ ５９（６．４） ３２（３．７） ６．６６

真菌组合 ２．１ ２１（２．３） １７（１．９） ０．１９ 黄豆 ３．８ ３１（３．４） ３６（４．２） ０．８９

普通豚草 １．９ ２２（２．４） １３（１．５） １．７５ 牛肉 １．７ １６（１．７） １５（１．８） ０．００

律草 ０．５ ５（０．５） ３（０．３） ０．０６ 羊肉 ０．７ ８（０．９） ５（０．６） ０．５０

　　注：与男性比较，犘＜０．０５。

表２　不同年龄段过敏原检测结果

年龄（岁） 检测总人数 阳性人数 阳性检出率（％）

＜１４ ９８３ ６５８ ６６．９４

１４～４４ ５４６ ３０３ ５５．４９

＞４４ ２４７ ９６ ３８．８７

３　讨　　论

特应性过敏反应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尚不完全清楚，可

能与遗传，对食物和吸入性过敏原过敏、微生物感染、免疫异

常、精神因素等有关［５］。最常见的过敏反应为Ｉ型过敏反应，

其特征是形成ｓＩｇＥ
［６］，一旦跟过敏原接触很快就会产生诸如

发红、水肿及瘙痒等症状。ＩｇＥ介导的过敏反应一般是急性

的，对单一食物过敏多见，临床表现和进食过敏的食物有时间

联系性（发生在进食后２ｈ内）和可重复性（每次进食就发

作）［７］。本研究对绵阳地区１７７６例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进行

体外过敏原检测，发现绵阳地区过敏原种类以吸入性过敏原为

主，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前５位的分别是屋尘（３２．１％）、猫毛

（２１．８％）、尘螨（１９．４％）、狗上皮（１０．６％）和蟑螂（１０．６％）。

屋尘及尘螨居前３，这可能与绵阳地区地理及气候原因有关，

绵阳地处中国东部季风区的亚热带湿润季气候区，气候潮湿，

利于螨类、真菌、蟑螂滋生，猫毛（２１．８％）和狗上皮（１０．６％）阳

性率高可能是该地区人们饲养宠物较为普遍所致，猫毛（２１．

８％）阳性率中女阳性率 （３１．９％）明 显 高 于 男 性 阳 性 率

（１２．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可能是由于女性接

触宠物猫较男性多的缘故；尘螨阳性率男性高于女性，差异也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可能是由于男女的生活习惯有所差

异引起。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污染加剧，空气质量下降，增加了吸入

性过敏的发病概率。绵阳地区食入性过敏原阳性率主要是淡

水鱼（１２．０％）、鸡蛋白（１０．５％）和虾（１０．４％）。其中鸡蛋白和

虾检出的阳性率均是男性略高于女性，可能与本地区人员饮食

习惯有关，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在分析绵阳地区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常见体外过敏原种

类的同时，本文对研究对象的发病年龄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

表明绵阳地区变态反应性疾病发病主要以低年龄患者为

主，＜１４岁年龄段过敏原检测总人数为９８３例，占送检总人数

的５５．３％，其中阳性６５８例，阳性检出率６６．９４％，与大于４４岁

年龄段统计结果相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原因一方面

可能因为低年龄患者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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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食物性抗原阳性率高，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免疫

功能和消化道发育逐步完善，而这时活动范围也扩大，形成食

入性过敏原阳性率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现今家庭多为独生子女，

其父母对孩子过于关心，使孩子们接触微生物及其成分受到病

原体感染的机会减少，从而导致Ｔｈ２型免疫上调，造成过敏性疾

病增加，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系统逐渐完善以及对外来物

接触增多，导致机体内产生各种相应的抗体，从而引起患过敏性

疾病的人数逐渐下降，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过敏性疾病病因复杂，过敏原在自然环境中无处不在，过

敏原检测可明确疾病病因，从而达到避免接触过敏原以预防该

疾病发生，同时也可采取特异性治疗。探索和分析本地区人群

过敏原状况可指导患者避免接触或消除引起变态反应发作的

诱发因素，同时为进一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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