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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明确荨麻疹患者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致敏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

收集
.;01

例慢性荨麻疹患者!应用瑞

敏斑贴试验中国筛查系列检测荨麻疹患者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分析其致敏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

荨麻疹患者常见接触

性化合物过敏原包括硫酸镍"

;/418U

#%氯化钴"

.8401U

#%重铬酸钾"

.04;5U

#等$性别%职业%年龄等因素对接触性化合物过敏

原致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结论
!

荨麻疹患者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致敏比较常见!对于部分患者需进行斑贴试验检查!以明确接

触性化合物过敏原等相关病因!以利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关键词"荨麻疹&

!

斑贴试验&

!

中国筛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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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麻疹是由于皮肤*黏膜小血管扩张及渗透性增加而出现

的一种局限性水肿反应'

.';

(

)荨麻疹症状多于
;8D

内消失#但

是慢性荨麻疹患者$每周至少发作
;

次#持续时间
&

:

周%可反

复发作甚至累及深部脏器#其中部分患者的病因复杂#药物治

疗效果较差)研究表明#这部分患者除外
*

型超敏反应相关机

制外#

,

型超敏反应也可能参与其中'

0

(

#因此进行斑贴试验并

对致敏的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进行避免后#部分患者症状明显

缓解'

.

#

8'5

(

)为进一步了解荨麻疹患者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致

敏情况#笔者进行了本次临床研究#调查慢性荨麻疹患者接触

性化合物过敏原阳性率*主要过敏原种类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

特点#为临床诊断慢性荨麻疹提供补充依据#同时为疾病预防

提供可能的方向#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0/

日

本科室确诊的
.;01

例慢性荨麻疹患者#病程均超过
:

周#且

怀疑与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接触)其中男
0-3

例#女
153

例#

男女比例
.4/m;40

)年龄
0

!

10

岁#中位年龄
054:0

岁)根据

年龄进行分组!未成年组$

%

.1

岁%*青年组$

.1

!

8/

岁%*中年

组$

$

8/

!

:/

岁%及老年组$

$

:/

岁%)根据职业环境中接触性

化合物过敏原暴露的不同#将职业划分为
.;

类!农林$农业*林

业*渔业%

08

例#教育$教师*学生%

0/-

例#医药$医生*护士*技

师*研究员%

51

例#办公室$公务员*文秘*会计*编辑*长期办公

室工作人员%

;1;

例#居家$家庭妇女*无业*保洁*退休*自由职

业%

;3:

例#染料$印刷*衣物染色*皮具染色%

;1

例#建材装饰

$基础建材*装修*合金配饰%

-3

例#美容美发$美容*美发*美

甲*化妆品%

..

例#交通$司机*交通工具*乘务员*维修师%

0/

例#销售$销售员*推销员*店员*超市*个体户%

:5

例#餐饮$食

品加工%

.1

例#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网店*计算机商业%

0/

例)

$4/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北京元康医学实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的瑞敏斑贴试验中国筛查系列$

R2'.///P

%共
;/

种常见接触

性化合物过敏原试剂进行)

$4'

!

方法
!

具体操作是将接触性变应原物质涂布在配套的斑

贴小室#贴于背部皮肤
81D

后除去#等待
;8D

后进行观察#根

据皮肤反应确定阴*阳性反应)但有下列情况者应推迟或不进

行斑贴试验!$

.

%严重者或泛发性皮炎者&$

;

%系统性免疫抑制

治疗&$

0

%上背部皮炎或使用斑贴试验位置的皮疹&$

8

%近
-L

内测试点部位使用糖皮质激素&$

5

%测试部位近期暴露于紫外

线下'

;

(

)

$41

!

判断标准
!

根据斑贴处的皮肤反应#,

7

-!无反应&,

V

-!

仅有轻度红斑&,

l

-!红斑*浸润#可有少量丘疹&,

ll

-!红斑*

浸润*丘疹*水疱&,

lll

-!明显红斑*浸润#融合性水疱)其

中反应强度在,

l

-及以上者判为阳性结果#但要注意排除刺激

反应'

;

(

)

$4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3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定性

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4/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3

期
!

!CGW?LRF<=

!

XEA*G?);/.-

!

"*F4.8

!

%*4.3



/

!

结
!!

果

/4$

!

荨麻疹患者各项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的阳性率比较
!

见

表
.

)受试患者有
.

项或多项测试过敏原有阳性反应者即判

为阳性#共
-88

例#总阳性率
:/4./U

#其中男
;.1

例#阳性率

5-45;U

#女
5;:

例#阳性率
:.4;0U

#男女间总阳性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40:.3

#

!

$

/4/5

%)

表
.

!!

荨麻疹患者
;/

种接触过敏原的阳性率比较#

U

$

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 合计 男性 女性
!

;

氯化钴
.8401 .0431 .8455 /4/:11

巯基混合物"硫氢基混合物
/413 .40; /4-/ .4.5/1

咪唑烷基脲
/481 /4;: /451 /455;.

对苯二胺
04;0 0480 04.8 /4/:3;

%'

环已基硫肽内酯
.438 ;43/ .45. ;4::11

重铬酸钾
.04;5 .:40: .;48: 0403-:

乙二胺二盐酸盐
.4;. .40; .4.: /4/5;3

松香
048- ;43/ 04-0 /450..

甲醛
:435 04:3 1401 1438/5

双酚
9

型环氧树脂
/45- /4;: /4-/ /4110:

溴硝丙醇
/41. .40; /451 .4-10-

秋兰姆混合物
/41. .40; /451 .4-10-

尼泊金混合物$对苯类%

548. 345/ 04:. .-41;/1

硫酸镍
;/418 345/ ;5418 8;4511-

倍半萜烯内酯混合物
;4.1 04.- .4-5 ;4815:

芳香混合物
*

..403 .;48/ ./438 /4558/

甲基氯异噻唑
0411 ;4.. 84:: 845-0/

黑橡胶混合物
/41. /4-3 /41. /4//.1

卡巴混合物
./4;: .34-3 :4/5 50413./

夸特
.5 /4;8 /4-3 .431 ;4000.

/4/

!

常见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在不同职业及不同性别中的结

果比较
!

见表
;

)

表
;

!!

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在不同职业不同

!!!

性别中的结果比较#

U

$

接触性化

合物过敏原
总百分率 男性百分率 女性百分率

氯化钴 美容$

;-40

% 餐饮$

0040

% 美容$

0/4/

%

巯基混合物"硫氢

基混合物
染料$

04-

% 建材$

041

% 染料$

540

%

咪唑烷基脲 染料$

04-

% 办公室$

.40

% 染料$

540

%

对苯二胺 电子$

:4-

% 电子$

-41

% 建材$

-48

%

%'

环已基硫肽内酯 农林$

543

% 农林$

:4-

% 农林"染料$

540

%

重铬酸钾 美容$

;-40

% 电子$

8:4;

% 美容$

0/4/

%

乙二胺二盐酸盐 染料$

-48

% 电子$

-4-

% 染料$

./45

%

松香 染料$

-48

% 染料$

.;45

% 销售$

-43

%

甲醛 销售$

.;4.

% 建材"电子$

-4-

% 销售$

.541

%

双酚
9

型环氧树脂 染料$

04-

% 居家$

;45

% 电子$

-4-

%

溴硝丙醇 农林$

141

% 农林$

.040

% 农林"染料$

540

%

续表
;

!!

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在不同职业不同

!!!

性别中的结果比较#

U

$

接触性化

合物过敏原
总百分率 男性百分率 女性百分率

秋兰姆混合物 建材$

041

% 医药$

..4.

% 染料$

540

%

尼泊金混合物$对

苯类%

美容$

34.

% 建材$

.045

% 美容$

./4/

%

硫酸镍 美容$

5845

% 居家$

.-45

% 美容$

:/4/

%

倍半萜烯内酯混合

物
农林$

543

% 农林$

:4-

% 销售$

-43

%

芳香混合物
*

农林$

;/4:

% 餐饮$

::4-

% 电子$

.-4:

%

甲基氯异噻唑 办公室$

:4-

% 染料$

.;45

% 办公室$

14-

%

黑橡胶混合物 美容$

34.

% 销售$

84/

% 美容$

./4/

%

卡巴混合物 染料$

.145

% 餐饮$

0040

% 交通$

;54/

%

夸特
.5

建材$

041

% 建材$

041

% 销售$

540

%

斑帖试验总体 美容$

1.41

% 餐饮$

.//4/

% 美容$

3/4/

%

/4'

!

四组患者不同性别接触最常见过敏原致敏情况比较
!

见

表
0

)

表
0

!!

四组患者不同性别接触最常见过敏原情况比较#

U

$

组别 总百分率 男性百分率 女性百分率

未成年组

氯化钴$

.543.

%

重铬酸钾$

.04:8

%

尼泊金混合物$

.;411

%

氯化钴$

.-4.8

%

重铬酸钾$

.-4.8

%

尼泊金混合物$

.-4.8

%

氯化钴$

.845;

%

重铬酸钾$

34:1

%

硫酸镍$

34:1

%

青年组

硫酸镍$

;:455

%

氯化钴$

.-403

%

重铬酸钾$

.84;3

%

卡巴$

;.4;/

%

重铬酸钾$

.-430

%

氯化钴$

.54;;

%

硫酸镍$

0;403

%

氯化钴$

.14;:

%

重铬酸钾$

.;410

%

中年组

硫酸镍$

.14/-

%

重铬酸钾$

.84..

%

氯化钴$

./48/

%

卡巴$

;.4-/

%

芳香混合物
*

$

.:431

%

重铬酸钾$

.:4/8

%

硫酸镍$

;.413

%

芳香混合物
*

$

.8481

%

重铬酸钾$

.048-

%

老年组
芳香混合物

*

$

.54;5

%

卡巴$

..41:

%

卡巴$

0.451

%

芳香混合物
*

$

./450

%

芳香混合物
*

$

.-45/

%

对苯二胺$

./4//

%

'

!

讨
!!

论

!!

荨麻疹症状典型#一般而言比较容易确诊#但对于病情反

复发作的患者#如何完全控制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则相

对较难)在临床工作中#有些研究者发现在部分荨麻疹反复发

作的患者中#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参与了荨麻疹的发生'

:

(

#并

且在明确了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并对其进行回避后#患者症状

得以缓解'

8

(

)本科室
;/..

!

;/.;

年进行的相关研究也提示了

相同的结果'

5

(

)因此#在荨麻疹反复发作的患者中#很有必要

进行斑帖试验)

国内研究者们也进行了相关临床研究#结果表明#荨麻疹

患者中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斑贴试验阳性率最低为
0/4//U

左

右'

-

(

#最高超过
-/4//U

'

1

(

)本研究总体阳性率为
:/4./U

#趋

于二者之间)从斑贴试验整体结果看#男女之间阳性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也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相

似'

1'3

(

)但每种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则情况不一#男女阳性率

都很高#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如氯化钴*重铬酸

钾*芳香混合物&男女阳性率都很低#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3

期
!

!CGW?LRF<=

!

XEA*G?);/.-

!

"*F4.8

!

%*4.3



$

!

$

/4/5

%#如咪唑烷基脲*双酚
9

型环氧树脂*黑橡胶混合

物)也有男女之间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其中

男性阳性率高的包括尼泊金混合物$对苯类%*卡巴混合物&女

性阳性率高的包括甲醛*硫酸镍*甲基氯异噻唑)而最常见的

致敏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在男性患者中为卡巴混合物*重铬

酸钾*氯化钴#女性患者中则为硫酸镍*氯化钴*重铬酸钾)这

一结果可能与女性患者多佩戴饰品及使用化妆品#接触性化合

物过敏原暴露较多有关)与国内相关研究对照可以发现#硫酸

镍*氯化钴*重铬酸钾这些金属类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在各个

地区都是比较常见的致敏原#但是每个地区还是略有差异#江

西省赣州市基本与本研究相似'

3

(

&安徽省最高的是甲基氯异噻

唑$即卡松%

'

./

(

&而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除了硫酸镍外#苯二

胺*芳香化合物的阳性率比较高'

3

(

&江苏省南京地区则除了氯

化钴外#芳香混合物和卡巴混合物的阳性率较高'

..

(

)至于地

域之间差异存在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明确)

不同职业的人群#工作环境中包含的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

不同#长期暴露情况不一#理论上来说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致

敏的情况也不一样)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职业过敏原的确不

一#但男女之间也有差异#规律并不明显)男性患者中#建材*

电子及餐饮这
0

种职业人群中各有
8

种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

阳性率最高#女性患者则集中在染料及美容美发
;

个行业#各

有
:

种)由这些结果来看#男女不同职业的风险也相异#提示

在诊断职业性过敏性疾病的过程中要注意性别差异#避免误

诊*漏诊)

除了性别职业这些因素外#年龄对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的

致敏也有影响#由表
0

可以看出#未成年患者中氯化钴均为最

常见过敏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氯化钴的阳性率逐渐下降)

硫酸镍则不同#其阳性率在未成年人中均较低#峰值出现在青*

中年#尤其是青年人中)而芳香混合物在女性患者以及卡巴混

合物在男性患者中的阳性率都随着年龄增大而升高)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不同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致敏年龄分布趋势不一

致的现象#目前少有研究报道)笔者做一些假设和推测#如果

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持续暴露#那么其致敏数量*阳性率理论

上应该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升高#那么如果出现阳性率反而

下降的情况#则有可能是暴露减少#也就是说不同年龄层次的

人群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暴露种类存在差异#比如合金类制

品#年轻人更喜爱佩戴所以暴露多#阳性率高#而未成年人和中

老年人佩戴少#所以阳性率也就低些)此外#也有可能是年龄

增大后对某些过敏原的皮肤反应性下降#从而导致阳性率降

低)而氯化钴在未成年人中阳性率较高#可能与某些作者未注

意到的环境暴露有关)当然这些推测都需要进行相关的临床

研究#以逐步明确这些临床现象发生的真正原因)

本研究结果表明#病情反复迁延的荨麻疹患者中#接触性

化合物过敏原致敏的情况比较普遍#其最常见的过敏原为硫酸

镍*氯化钴*重铬酸钾*卡巴混合物*芳香混合物等#且性别*职

业*年龄等因素均对之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临床工作者在诊治

这类荨麻疹患者的过程中#需提高警惕#必要时应进行斑帖试

验#以明确其接触性化合物过敏原致敏情况#并根据结果指导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回避#争取达到对荨麻疹症状的治疗和

控制)在本研究中观察到的一些与职业*年龄相关的临床现象

需要进行相关的研究以明确其发生的原因#从而更好地为患者

病因的确定及疾病的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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