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子形式"这些食物被人体免疫系统当作有害物质"

产生特异性的
#

F

M

抗体"

#

F

M

抗体与食物颗粒结合形

成免疫复合物"发生免疫反应"引起组织发生炎性反

应'

.

(

#最终导致一系列的症状和疾病#

本研究发现"阳性率最高的是鸡蛋和牛奶"而且

阳性程度也最高"与其他大多数学者报道的相似'

*-0

(

"

可能与人群接触该类食物较多"鸡蛋$牛奶免疫原性

较强有关+但是与刘素玲等'

+

(研究的食物不耐受以海

鲜$调料为主有差别"考虑可能与南北地区生活饮食

习惯有差异有关#男女食物不耐受阳性率存在一定

的差异"考虑可能与不同的激素水平和神经内分泌有

关"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鸡蛋$牛奶食物不耐受

阳性率在未成年组较高"考虑可能与未成年人消化系

统不完善"黏膜的通透性增高"容易对异种物质产生

抗体"从而引起免疫反应#

综上所述"

#

F

M

介导的食物不耐受可由多种食物

诱发"摄入食物后产生不适症状的时间差异较大"症状

无特异性+而且影响食物不耐受因素较多"如遗传因素$

饮食结构$烹饪方法等'

1

(

#患者诊断难度较大"需借助

食物不耐受检查来确诊#我们要及时发现饮食中不适

宜食物"采用轮替$禁食等方法"避免食物对人体造成的

不良影响"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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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过敏原检测结果分析

林小玲&

!梁立锋&

#

!赵杰明&

!蔡秋月$

"广东省云浮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

检验科$

$)

皮肤性病科
!

.$0'%%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广东云浮地区过敏性皮肤病患者过敏原情况!探讨患病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

蛋白免疫印迹法!对
$+1

例过敏性皮肤病患者血清进行
&1

种特异性过敏原
#

F

P

抗体"

I#

F

P

%和总
#

F

P

检测&结

果
!

患者总
#

F

P

阳性检出率为
1()&T

"

$0$

例%!特异性过敏原阳性检出率为
0$)0T

"

$&%

例%$吸入组过敏原阳

性检出率明显高于食入组$吸入组中以户尘螨"

.0)+T

!

&*0

例%阳性率最高!其次为蟑螂"

$.)'T

!

0'

例%和屋尘

"

&')&T

!

'+

例%$食入组中以蟹"

&().'T

!

($

例%阳性率最高!其次为虾"

&$)+T

!

'0

例%'菠萝"

&%)0T

!

'&

例%'

腰果"

&%)0T

!

'&

例%$同一患者对
$

种及
$

种以上特异性过敏原过敏患者
&(0

例!占阳性患者的
.%)0T

&结论

!

云浮地区过敏性皮肤病患者以吸入性过敏原为主&

关键词"过敏性皮肤病$

!

过敏原$

!

特异性
#

F

P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

过敏性皮肤病是一类变态反应性疾病"发病率

高"常迁延不愈且反复发作"是皮肤科顽固的难治之

症"由患者通过多种途径)主要为吸入性和食入性*接

触到敏感物质)过敏原*而引起"其分类包括湿疹$荨

麻疹$接触性皮炎$异位性皮炎$药疹等#过敏性皮肤

病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病因多而复杂"且

具有地域差异性'

&

(

#为找到本地区过敏性皮肤病患

者的病因"本研究利用蛋白免疫印迹法对本地区
$+1

例过敏性皮肤病患者的血清进行特异性过敏原
#

F

P

抗体)

I#

F

P

*和总
#

F

P

检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1

例患者均为
$%&*

年
*

月至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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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4387L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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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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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
&$

月在本中心皮肤科确诊为湿疹$荨麻疹$接

触性皮炎$异位性皮炎$药疹等过敏性皮肤病的患者#

其中男
&&$

例"女
&00

例"年龄
&

#

0.

岁#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5-58>

F<

-I9>88E

过敏原检测

系统)德国
G8B:X:II/E=5

<

;:9M7LD

公司*专用配套

试剂及脱色转移摇床#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抽取受检者静脉血"自然析出或

以
(%%%>

%

7:E

离心
&%7:E

分离血清待检#

$)')/

!

检测方法
!

应用
/5-58>

F<

-I9>88E

过敏原检测

系统)德国
G8B:X:II/E=5

<

;:9M7LD

公司*专用配套

试剂及脱色转移摇床"检测患者血清中吸入性和食入

性过敏原
I#

F

P

及总
#

F

P

#试剂盒中吸入性过敏原有

户尘螨$屋尘$桑树$猫毛皮屑$狗毛皮屑$蟑螂$混合

真菌$混合草$树花粉
1

种+食入性过敏原包括苋$鸡

蛋白$牛奶$虾$牛肉$蟹$芒果$腰果$菠萝
&%

种#操

作严格按照检测系统说明书进行#

$)')'

!

结果判断标准
!

阳性标准!检测板对应的过

敏原出现平行红色反应带+对各类过敏原
#

F

P

浓度及

#

F

P

总浓度实施半定量检测#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过敏原检测总体情况
!

$+1

例过敏性皮肤病患

者中"

$0$

例)

1()&T

*患者血清总
#

F

P

阳性"

$&%

例

)

0$)0T

*过敏原特异性
#

F

P

抗体阳性"过敏原特异性

#

F

P

吸入组以户尘螨
&*0

例)

.0)+T

*阳性率最高"其

次为蟑螂
0'

例)

$.)'T

*和 屋尘
'+

例)

&')&T

*+食

入组以蟹
($

例)

&().T

*和虾
'0

例)

&$)+T

*阳性率

最高"其次为菠萝$腰果各
'&

例)

&%)0T

*"见表
&

#

表
&

!!

过敏原检测总体结果

过敏原 阳性人数)

*

* 阳性率)

T

*

总
#

F

P

合计
$0$ 1()&

特异性
#

F

P

抗体 合计
$&% 0$)0

吸入性过敏原

!

户尘螨
&*0 .0)+

!

屋尘
'+ &')&

!

桑树
$$ 0)*

!

猫毛皮屑
&+ *)$

!

狗毛皮屑
$+ 1)0

!

蟑螂
0' $.)'

!

混合真菌
&& ')+

!

混合草
&+ *)$

!

树花粉
$. +)0

食入性过敏原

!

苋
$& 0)'

!

鸡蛋白
&* .).

!

牛奶
$0 1)'

!

虾
'0 &$)+

续表
&

!!

过敏原检测总体结果

过敏原 阳性人数)

*

* 阳性率)

T

*

!

牛肉
&& ')+

!

蟹
($ &().

!

芒果
$$ 0)*

!

腰果
'& &%)0

!

菠萝
'& &%)0

/)/

!

吸入性与食入性比较
!

$+1

例过敏性皮肤病患

者中"单纯吸入性阳性有
&%.

例"阳性率
'*)'T

+单纯

食入性阳性有
&+

例"阳性率
*)$T

"

$

种过敏原都阳

性有
+0

例"阳性率
'%)&T

+吸入性和食入性的阳性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0+)&0$

"

!

$

%)%.

*"见

表
$

#

表
$

!!

吸入性和食入性阳性率比较

过敏类别 患者人数)

*

* 阳性人数)

*

* 百分率)

T

*

吸入性
$+1 &%. '*)'

食入性
$+1 &+ *)$

$

种混合致敏
$+1 +0 '%)&

/)'

!

混合致敏情况
!

$+1

例过敏性皮肤病患者中"只

有一种过敏原阳性的为
0'

例"阳性率为
$.)'T

+同时

有
$

种及
$

种以上过敏原混合致敏的患者为
&(0

例"

阳性率达
.%)0T

"见表
'

#

表
'

!!

过敏原混合致敏分布情况

特异性过敏原种类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T

*

& 0' $.)'

$ .$ &+)%

' $+ 1)0

( $. +)0

'

. ($ &().

'

!

讨
!!

论

!!

过敏性皮肤病病程长"常缠绵难愈"临床表现为

两大特点!)

&

*剧烈瘙痒"给患者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

影响+)

$

*红斑风团等皮损现象常发生在暴露部位"影

响患者容貌"导致患者心烦$焦虑#引起过敏性皮肤

病的原因"目前认为与免疫$环境$感染$饮食$家族史

有关'

$

(

"除了患者可能是过敏性体质外"多种外在过

敏原也会导致过敏性皮肤病"且各个地区由于地理环

境$经济发展状况$风俗习惯$气候情况$饮食结构等

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引起过敏性皮肤病的过敏原种

类也不同'

'-(

(

#

过敏原的分布会因为不同地理区域的不同"但同

一地区过敏原的构成是相对稳定"检测个体血清中特

异性
#

F

P

和总
#

F

P

水平了解过敏原的分布情况对及

时对症治疗"针对性地回避过敏物质"防治这类疾病

发生非常重要'

.

(

#血清特异性
#

F

P

抗体检测是当前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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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

F

P

介导的变态反应性疾病的主要方法"是近年

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快速$准确$敏感性高的过敏原检

测方法"该检测方法与传统皮内试验方法相比"具有

安全可靠"操作简单"可同时检测多种过敏原"特别适

合标本取样量有限的老人和婴幼儿检测等优点"是临

床上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过敏性皮肤病较理想的

辅助手段'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总
#

F

P

检测阳性率
1()&T

)

$0$

例*"特异性
#

F

P

抗体阳性率
0$)0T

)

$&%

例*"出现了

较高的阳性率"比有些地区文献报道的偏高'

0

(

"说明

本地区过敏性疾病患者大部分为过敏体质"但可能因

为本院是本地区的皮肤专科医院"纳入患者相对集

中"所以统计的整体数据阳性率比一般检测的数据阳

性率高#本研究还发现"有部分患者总
#

F

P

为阳性"

但特异性
#

F

P

抗体为阴性"这表明一些过敏性皮肤病

可能是由检测项目以外的过敏原引起的"本检测系统

检测的特异性过敏原只有
&1

种"并不能涵盖所有的

吸入性物质和食物"另外还可能是其他非
#

F

P

介导的

变态反应#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本地区吸入性过敏原最常见

为户尘螨$蟑螂和屋尘"与杜静等'

+

(研究发现的一致#

其中"户尘螨阳性率最高"达
.0)+T

)

&*0

例*"明显高

于其他种类的过敏原#另外"空气中的微小尘土颗粒

也易引起过敏"本地区户尘螨阳性率居高的原因也可

能与本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关系#云浮是石材王国"素

有/中国石材基地中心0/中国人造石之都0等称号"石

材工艺加工过程产生大量的尘土'

1

(

#再者"本地区暖

湿天气多"容易滋生尘螨#本研究还发现"另一吸入

性过敏原阳性率较高的是蟑螂"阳性率为
$.)'T

)

0'

例*"这可能因为本地区是气候湿热之地"利于蟑螂大

量生长繁殖#为减少尘螨和蟑螂等吸入性过敏原引

起的过敏性疾病"患者要尽量避免接触这些物质"注

意环境和卫生"经常清洁除尘"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勤

换洗或暴晒衣服$被褥"定期消灭蟑螂"科学控制室内

空气的相对湿度#众所周知"虾$蟹是普遍的过敏性

物质"在水产丰富的南方"食用人群多过敏也多'

&%-&&

(

#

本研究发现"本地区虾$蟹也是主要的食入性过敏原"

其阳性率在食入性过敏原里检出率最高"分别为

&$)+T

)

'0

例*和
&().T

)

($

例*"这可能与云浮处于

西江边"虾蟹等水产品丰富"本地区人群喜爱摄入虾

蟹的饮食习惯有关#张春梅等'

&$

(研究也表明在食入

性过敏原中"虾$蟹的阳性率较高#研究还观察到"随

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坚果$水果的摄入也在增加"本地

区同时存在着一定人群对腰果$菠萝过敏"其阳性率

均为
&%)0T

)

'&

例*#因此"不同地区饮食习惯的不

同"会引起过敏原的分布也具有差异性#建议过敏原

检测阳性的患者避免食用相应过敏性食物"预防过敏

性疾病的发生#

本研究
$+1

例过敏性疾病患者中"单纯吸入组过

敏原阳性有
&%.

例"阳性率
'*)'T

+单纯食入组阳性

有
&+

例"阳性率
*)$T

"吸入组过敏原阳性检出率远

远高于食入组"说明本地区过敏性皮肤病中以吸入性

过敏原致病为主#预防应以防尘$清洁环境卫生为

主"到尘多的地方要注意佩戴口罩#

本研究还对混合过敏原进行了研究"值得注意的

是患者只对一种过敏原过敏的为
0'

例"阳性率为

$.)'T

"同时有
$

种及
$

种以上混合过敏原阳性检出

率合计达
.%)0T

)

&(0

例*"这种现象提示"高致敏状

态下"大部分患者可由多种过敏原混合致敏"因此"有

必要扩大过敏原检测范围"避免过敏原规避不全面"

在临床治疗过敏性疾病时将治疗效果全面化"防止

单一#

综上所述"过敏性皮肤病患者"首先"尽可能杜绝

与过敏原相接触+其次"正确选取规范的治疗方式"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脱敏疗法#患者应减少对过敏部位

搔抓"避免用热水及肥皂烫洗"饮食清淡"适当锻炼身

体"戒烟酒及避免辛辣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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