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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地区儿童过敏原特异性
!

"

#

定量检测分析及临床意义"

赵有利!潘云燕!张尚弟!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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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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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兰州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兰州地区儿童过敏原特异性
!

"

#

定量检测分析及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对
$$3(

例疑似过敏儿童进行食入及吸入过敏原血清总免疫球蛋白
#

"

A!

"

#

$和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

"

>!

"

#

$

抗体检测!分析其在不同性别和年龄群患儿中的差别%结果
!

在
$$3(

例受试者中!

4.&.%2

呈现出
A!

"

#

阳性!

而
).&$*2

呈现出
>!

"

#

阳性%所有吸入性过敏原中!猫)狗毛皮屑检出率最高"

$%&*2

$!其次是霉菌"

4&$%2

$#

食入性过敏原中牛奶检出率最高"

.&+.2

$!其次是蛋清"

)&**2

$%常见过敏原检出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63'&*+

!

"

$

'&'*

$%不同年龄组患儿艾蒿)豚草花粉和牛奶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同时

艾蒿)豚草花粉的检出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牛奶检出率随年龄增加而降低%过敏原阳性患儿中!

$

种过敏原阳

性
%$3

例"

*'&4)2

$!

%

!

)

种过敏原阳性
$+3

例"

($&*42

$!

(

种及以上过敏原阳性
)%

例"

+&(32

$%不同年龄组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

"6'&34*

$%结论
!

兰州地区吸入性过敏原以猫)狗毛皮屑为主!食入

性过敏原以牛奶为主!血清过敏原
!

"

#

测定有利于了解患儿的过敏状态!有助于过敏性疾病的诊断%

关键词"过敏原#

!

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

#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儿童

中图法分类号"

8((.&.%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4(**

"

%'$3

$

$.9%(3*9')

!!

过敏是人体对异物的变态反应#当机体接触到过

敏原便会引发变态反应#激活免疫系统产生大量免疫

球蛋白
#

$

!

"

#

&抗体#导致机体出现各类组织损伤或

功能性障碍*

$

+

)儿童自身免系统发育尚不完全#故过

敏反应较成年人更为强烈)临床上好发于儿童群体

的过敏性疾病主要包括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过

敏性皮肤病'过敏性结膜炎等)过敏原的检测是诊断

过敏性疾病的首要问题#发现过敏原并避免儿童与过

敏原接触是防止过敏的有效措施*

%

+

)本研究通过对

过敏性疾病儿童过敏原特异性
!

"

#

进行定量检测分

析#旨在为本地区儿童过敏性疾病的防治提供借鉴和

根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儿科门诊和住院收治的
$$3(

例疑似过敏儿童#年

龄
'

!

$*

岁#其中女
(+%

例#男
+$%

例)根据年龄分

为
)

组!婴幼儿组$

'

! '

%

岁&

).(

例#学龄前组

$

%

!$

*

岁&

('.

例#学龄组$

*

!'

$*

岁&

($(

例)纳

入标准!疑似过敏且长期居住于兰州)排除标准!先

天性疾病'自身免疫疾病和其他慢性疾病$包括神经

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及传染

病等&)

$&/

!

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P!1,

&对
$

$3(

例疑似过敏儿童进行食入及吸入过敏原血清总免

疫球蛋白
#

$

A!

"

#

&和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

$

>!

"

#

&抗体

检测)过敏原检测系统'配套试剂及脱色转移摇床均

购于浩欧博$

\0T

&公司#检测患儿血清
!

"

#

抗体情

况#主要包括对食入性过敏原的检测#如鲜牛奶'鱼

虾'动物脂肪'牛肉'羊肉'鸡蛋'酒精#以及坚果'蔬

菜'水果$猕猴桃'菠萝'芒果&等%

.

种吸入性过敏原#

如屋尘螨"粉尘螨'灰尘'屋尘'树花粉组合'艾蒿"豚

草花粉'猫"狗毛屑'霉菌$毛霉菌'根霉'点青霉'烟曲

霉'交链孢霉'分支孢霉&)抽取所有患儿
)JP

静脉

血#离心机离心取血清)稀释液湿润硝酸纤维素膜后

滴加
%''

&

P

血清#随后置于自动混匀器上处理
$B

#

清洗纤维素膜%滴加
$JP

酶标抗体#再次置于自动混

匀器上处理
'&*B

#清洗%滴加
$JP

底物#置于孵育槽

中处理
'&*B

#随后将测试条取出#自然晾干后读取结

果#

!

"

#

水平与试纸成色成正比关系#颜色越深#

!

"

#

水平越高)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11%'&'

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

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儿过敏原分布及致敏强度比较
!

结果显示#

A!

"

#

阳性例数为
$$((

例#检出率为
4.&.%2

)

>!

"

#

阳性
(%3

例#检出率为
).&$*2

)吸入性过敏原以猫"

狗毛皮屑检出率最高#为
$%&*'2

#其次是霉菌

4&$%2

#再次是树花粉组合
*&4$2

'艾蒿"豚草花粉

*&*+2

'灰尘
)&%$2

'屋尘螨"粉尘螨
%&%'2

)在食

入性过敏原中#牛奶作为过敏源的检出率居首位为

.&+.2

#其次是蛋清
)&**2

#再次是牛"羊肉
%&+'2

'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

PFHQC<5D=E

!

,@

"

@>A%'$3

!

R;D&$*

!

S;&$.

"

基金项目!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8*8,%%4

&)

#

!

通信作者!

#9JF=D

!

D=@V

M"

Dc@&C<@&?E

)



水果组合
$&3.2

'蛋黄
$&.42

'坚果组合
$&'$2

#虾"

蟹"扇贝
$&'$2

)各种过敏原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63'&*+

#

"

$

'&''$

&)见表
$

)常见过

敏原检出率位于前
.

位的是猫"狗毛皮屑'霉菌'牛

奶'树花粉组合'艾蒿"豚草花粉'蛋清)

表
$

!!

患儿血清过敏原检测结果

过敏原种类 阳性*

)

$

2

&+

致敏强度$

)

&

k kk kkk

及以上

A!

"

# $$((

$

4.&.%

&

%'3 3.' +.

吸入性过敏原

!

猫"狗毛皮屑
$(3

$

$%&*'

&

$%3 $3 %

!

霉菌
$'3

$

4&$%

&

4. 3 (

!

树花粉组合
+'

$

*&4$

&

*( $. '

!

艾蒿"豚草花粉
..

$

*&*+

&

%( %3 $(

!

灰尘
)3

$

)&%$

&

%3 $' '

!

屋尘螨"粉尘螨
%.

$

%&%'

&

. $% 3

食入性过敏原

!

牛奶
3'

$

.&+.

&

+% 3 '

!

蛋清
(%

$

)&**

&

)% $' '

!

牛"羊肉
)%

$

%&+'

&

)' % '

!

水果组合
%%

$

$&3.

&

%' % '

!

蛋黄
%'

$

$&.4

&

$( . '

!

虾"蟹"扇贝
$%

$

$&'$

&

$% ' '

!

坚果组合
$%

$

$&'$

&

$' % '

/&/

!

不同性别组过敏原检出率比较
!

$$3(

例患儿

中#男 性 患 儿
A!

"

#

检 出 率 为
4.&.%2

#女 性 为

4.&.$2

#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过敏原在不同性别儿童检出情况比较&

)

#

2

$'

过敏原种类 男性$

)6+$%

& 女性$

)6(+%

&

!

%

"

A!

"

# .33

$

4.&.%

&

(*.

$

4.&.$

&

'&'''$&'''

吸入性过敏原

!

猫"狗毛皮屑
3(

$

$$&3'

&

.(

$

$)&*.

&

'&$*('&.*4

!

霉菌
.'

$

3&()

&

(3

$

$'&$+

&

'&%%%'&.)+

!

树花粉组合
)3

$

*&))

&

)%

$

.&+3

&

'&)))'&*.(

!

艾蒿"豚草花粉
(%

$

*&4'

&

%(

$

*&'3

&

'&'4$'&+.)

!

灰尘
%'

$

%&3$

&

$3

$

)&3$

&

'&$()'&+'*

!

屋尘螨"粉尘螨
%'

$

%&3$

&

.

$

$&%+

&

$&''''&)$+

食入性过敏原

!

牛奶
(3

$

.&+(

&

)%

$

.&+3

&

'&''$'&444

!

蛋清
%(

$

)&)+

&

$3

$

)&3$

&

'&$()'&+'*

!

水果组合
$3

$

%&*)

&

(

$

'&3*

&

$&''''&)$+

!

牛"羊肉
$(

$

$&4+

&

$3

$

)&3$

&

'&..+'&($(

!

蛋黄
$'

$

$&('

&

$'

$

%&$%

&

'&)))'&*.(

!

虾"蟹"扇贝
(

$

'&*.

&

3

$

$&.4

&

'&)))'&*.(

!

坚果组合
.

$

'&3(

&

.

$

$&%+

&

'&''$'&444

/&'

!

不同年龄组间过敏原分布及检出率比较
!

吸入

性过敏原中#

)

组患儿艾蒿"豚草花粉过敏检出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并随年龄增长检出

率增加%食入性过敏原中#

)

组间牛奶过敏检出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随着年龄的增长#

牛奶'鸡蛋'牛"羊肉检出率降低#但
)

组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过敏原在不同年龄组患儿检出情况&

)

#

2

$'

过敏原种类
婴幼儿组

$

)6).(

&

学龄前期组

$

)6('.

&

学龄期组

$

)6($(

&

!

%

"

A!

"

# )(3

$

4*&.'

&

)4(

$

3)&(+

&

('%

$

4+&$'

&

$&)%. '&*$*

吸入性过敏原

!

猫"狗毛皮屑
(%

$

$$&*(

&

(.

$

$$&))

&

.'

$

$(&(4

&

'&)+3 '&3%3

!

霉菌
)%

$

3&+4

&

('

$

4&3*

&

).

$

3&.4

&

'&'+$ '&4.*

!

树花粉组合
%%

$

.&'(

&

$3

$

(&()

&

)'

$

+&$+

&

'&3%( '&..%

!

艾蒿"豚草花粉
.

$

$&.*

&

$3

$

(&()

&

(%

$

$'&$(

&

.&*'' '&')4

!

灰尘
3

$

%&$4

&

$%

$

%&4.

&

$3

$

(&)*

&

'&..+ '&+$+

!

屋尘螨"粉尘螨
.

$

$&.*

&

$%

$

%&4.

&

3

$

$&4)

&

'&%3. '&3.+

食入性过敏原

!

牛奶
(.

$

$%&.(

&

$3

$

(&()

&

$.

$

)&3.

&

+&+$( '&'%$

!

蛋清
%%

$

.&'(

&

$(

$

)&(*

&

.

$

$&(*

&

)&3'' '&$*'

!

牛"羊肉
$(

$

)&3*

&

$'

$

%&(.

&

3

$

$&4)

&

$&''' '&.'+

!

水果组合
(

$

$&$'

&

$'

$

%&(.

&

3

$

$&4)

&

'&('' '&3$4

!

蛋黄
$'

$

%&+*

&

3

$

$&4+

&

%

$

'&(3

&

$&''' '&.'+

!

虾"蟹"扇贝
(

$

$&$'

&

.

$

$&(3

&

%

$

'&(3

&

'&''4 '&44'

!

坚果组合
(

$

$&$'

&

(

$

'&44

&

(

$

'&4+

&

'&''$ $&'''

/&1

!

不同年龄组间
$

种及多种过敏原检出情况比

较
!

过敏原阳性患儿中#

$

种过敏原阳性
%$3

例

$

*'&4)2

&#

%

!

)

种过敏原阳性
$+3

例$

($&*42

&#

(

种及以上过敏原阳性
)%

例$

+&(32

&)组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

"6'&34*

&)见表
(

)

表
(

!!

不同年龄组间
$

种及多种过敏原检出情况&

)

#

2

$'

组别
) $

种
%

!

)

种
(

种及以上 合计

婴幼儿期
$)% .3

$

*$&*%

&

*%

$

)4&)4

&

$%

$

4&'4

&

$)%

$

)%&%.

&

学龄前期
$(' +%

$

*$&()

&

*.

$

('&''

&

$%

$

3&*+

&

$('

$

)(&(3

&

学龄期
$*. +3

$

*'&''

&

+'

$

((&3+

&

3

$

*&$)

&

$*.

$

)+&.3

&

合计
(%3 %$3

$

*'&4)

&

$+3

$

($&*4

&

)%

$

+&(3

&

(%3

$

$''&''

&

'

!

讨
!!

论

!!

据估计#全球过敏性疾病人群占总人群的
%'2

!

)'2

#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抗

原物质在不断增多#过敏性疾病发生率有逐年上升的

趋势)过敏性疾病在婴幼儿较为常见#主要由于婴幼

儿的免疫系统并不完善#自身抵抗力较弱*

)

+

)引起过

敏反应的过敏原大多是来自自然环境的蛋白质#如植

物花粉'屋尘螨"粉尘螨'蟑螂'动物皮毛'食物等*

(9+

+

)

因此#过敏性疾病防治和诊疗的关键问题就是明确过

敏原*

3

+

)

引起过敏性疾病的过敏原种类繁多#由于生活习

惯及环境的不同#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特点)本研究结

果表明#

$$3(

例过敏性疾病儿童的
A!

"

#

检出率为

4.&.%2

#与学者傅锦芳等*

4

+

'刘莹等*

$'

+

'夏莘等*

$$

+报

道的
4*&+.2

'

3*&'$2

'

4*&%2

相近#说明多数患儿属

于过敏体质)本地区以吸入性过敏原为主#分别为

猫"狗毛皮屑'霉菌'树花粉组合'艾蒿"豚草花粉'灰

尘'屋 尘螨"粉尘 螨#其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2

'

4&$%2

'

*&4$2

'

*&*+2

'

)&%$2

'

%&%'2

)猫"狗毛皮

屑为过敏原所占比例最高#这是由于近年来越来越多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

PFHQC<5D=E

!

,@

"

@>A%'$3

!

R;D&$*

!

S;&$.



的人饲养猫狗等宠物#其毛发'分泌物及携带的细菌

可能会随空气传播#导致儿童接触到各类过敏原的风

险大大提高)该结果与国内外部分文献报道不一

致*

4

#

$%9$)

+

#原因可能为部分研究地点在沿海地区#气候

潮湿#屋尘螨"粉尘螨'蟑螂容易滋生#过敏原以屋尘

螨"粉尘螨为主#而西北干旱#不利于尘螨存活#有较

强的地域特点)本研究同时显示#本地区儿童人群食

入性过敏原中检出率较高的是牛奶'蛋清'牛"羊肉'

水果组合#检出率分别为
.&+.2

'

)&**2

'

%&+'2

'

$&3.2

#这与兰州地区儿童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有

关#不同于沿海城市)兰州地处西北#饮食中牛'羊肉

较多#鱼虾蟹较少#因此牛羊肉过敏率高于鱼虾蟹)

但男'女患儿的
A!

"

#

检出率和各过敏原检出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牛奶'蛋清等食品在婴幼儿

组患儿中的检出率相对于学龄前及学龄期儿童较高#

原因可能与婴幼儿自身胃肠功能不完善'肠道黏膜容

易受损'分泌性
!

"

,

较低相关#此类患儿较易受到食

入性过敏原的侵扰*

$(9$*

+

)故婴儿发育早期应多进食

母乳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降低过敏事件的发生率)

)

个月内的婴幼儿消化系统发育尚不健全#故尽量不

给婴幼儿喂食牛奶'鸡蛋等食物%

.

个月后婴幼儿的消

化系统发育相对成熟#发生食入性过敏性疾病的概率

相对较低#故可以开始添加辅食*

$.9$+

+

)此外树花粉致

敏检出率会随着人体的年龄增长显著提高#这主要是

由于随着人体年龄的增长#其活动范围也会随之增

大#这就使得人体吸入过敏原的概率随之增加#遇到

特异性过敏物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因此#临床医生

和家长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及不同过敏原采取不同措

施进行相应的预防和治疗)

本研究还提示#多数过敏儿童对多重过敏原过

敏#其中
%

!

)

种过敏原阳性检出率
($&*42

#多种过

敏原阳性检出率为
+&(32

#提示患儿接触的过敏原更

为广泛和复杂#对多种过敏原同时出现阳性反应率也

相对较高)因此#遇到此类患儿的诊治时医生应考虑

交叉过敏或联合过敏的情况*

$3

+

)

综上所述#兰州地区儿童吸入性过敏原以猫"狗

毛皮屑为主#食入性过敏原以牛奶为主#吸入性和食

入性过敏原均是引起儿童过敏性疾病的重要原因#血

清过敏原
!

"

#

测定有利于了解患儿的过敏状态#有助

于过敏性疾病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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