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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健康体检者对
+"

种食物过敏原不耐受情况及健康管理方案%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方法!

ICMH4

#半

定量检测健康体检者血清中
+"

种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M

Q

W

抗体"并根据结果进行分级"分析普通人群食物不耐受的发病情况及不

同食物过敏原的不耐受情况%结果
!

%2

名健康体检者对
+"

种食物过敏原的食物不耐受发生率为
#2,'+=

!

&%

*

%2

#"在日常食用

的
+"

种食物中"螃蟹&鸡蛋引起的食物不耐受率最高"分别为
2",&-=

&

"$,$$=

$鸡肉未引起食物不耐受%结论
!

根据食物不耐受

检测结果进行分级"并对其进行健康管理"以避免诸多并发疾病的发生%

关键词"食物不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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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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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为慢性食物过敏"是一

种复杂的变态反应性疾病"是人体免疫系统对进入人体内的某

些食物产生的过度保护性免疫反应$它可以引起全身各系统

的慢性症状和疾病"如常见的慢性荨麻疹#皮疹#湿疹#皮肤瘙

痒#头痛以及慢性腹泻#口腔溃疡#过敏性紫癜等$食物不耐受

是目前国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国内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对

健康体检者
+"

种食物过敏原的不耐受情况进行初步分析"以

了解在健康体检者中引起食物不耐受的最常见食物过敏原"并

探讨相应的健康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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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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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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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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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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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本科进行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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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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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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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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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

食物不耐受检测试剂盒由美国
JM[KI3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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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产品编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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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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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定量检测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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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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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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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酶标分析仪检测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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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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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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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标准曲线"横坐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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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标准血清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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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坐标为
"2$09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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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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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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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的患者血清加入到剩余反应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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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封口膜封闭微孔板"置室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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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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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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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清洗液清洗每个反应孔"每孔清

洗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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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反应孔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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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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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1

辣根过氧

化物酶结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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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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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
%$9*0

$

!,#,P

!

重复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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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微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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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反应孔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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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底物混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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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微孔板"置室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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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
+$9*0

$

!,#,!Y

!

在所有反应孔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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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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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酶标仪测定每孔在
"2$09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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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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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根据每孔所测
[F

值及标准曲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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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浓度"为非正态分布"用中位数(四分位距)表示"并进行等

级判定(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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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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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非参数的秩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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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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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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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耐受发生率
!

%2

份血清标本中发生食物不耐受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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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的发病率$

国外有关统计人群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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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某些食物产生不同程度

的不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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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食物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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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浓度及分级情况
!

在日常食

用的
+"

种食物中"发生食物不耐受的阳性率依次为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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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食物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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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浓度及分级情况

食物名称
M

Q

W

水平 最小值 最大值 阴性(

=

) 轻度敏感(

=

) 中度敏感(

=

) 高度敏感(

=

)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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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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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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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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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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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2' 2,'+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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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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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 $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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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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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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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2' $ &,!#

猪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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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2# -",&- 2,'+ $ $

大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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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 $

虾
%$,-2

(

&-,$#

!

%+,$+

)

+$,+" -+,"' -+,"% !,2' $ $

大豆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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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 $

西红柿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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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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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

小麦
+&,&'

(

++,"2

!

+&,!!

)

$ !",$& -+,"% !,2' $ $

鳕鱼#蘑菇#牛奶#大米(

++,"%=

)"虾#小麦(

!,2'=

)"猪肉#西

红柿(

2,'+=

)"牛肉(

&,!#=

)"鸡肉(

$

)"其中由蟹#鸡蛋引起的

食物不耐受明显高于其他食物过敏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而蟹与鸡蛋两种食物过敏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鸡肉未引起食物不耐受$食物不耐受患者对食物

过敏原产生的食物不耐受以轻度敏感为主"中#高度敏感较少

发生"其中在鸡肉#牛肉#蘑菇#大米#猪肉#虾#西红柿#小麦食

物过敏原中"中#高度敏感率为零(表
+

)$

#

!

讨
!!

论

食物不耐受是当前各国研究热点"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

普及$食物不耐受的发生机制尚不明了"有学者认为"免疫系

统将进入人体的某种或多种食物当成是有害物质"从而针对这

些物质产生过度免疫反应"即食物特异性
M

Q

W

抗体+

&1%

,

"这种特

异性
M

Q

W

抗体与食物颗粒形成免疫复合物"使免疫系统负荷加

重"引起所有组织包括血管发生炎症反应"表现为全身各系统

的症状与疾病$

本研究通过抗原抗体结合的免疫反应"采用
ICMH4

法半

定量检测血清中特异性
M

Q

W

抗体+

"

,

$结果显示"多种食物存在

不同程度的食物不耐受"其中鸡肉未引起食物不耐受"说明一

般人群比较容易接受家禽类蛋白质"而蟹及鸡蛋引起的不耐受

阳性率最高"分别为
2",&-=

#

"$,$$=

$蟹的高阳性率可作如

下解释"源于蟹的食物过敏原的相对分子质量小"且对热变化#

酸水解#蛋白水解和消化有相对较好的抗性+

2

,

"过敏原无法被

人体完全消化"进入肠道"被机体作为外来物质识别"从而导致

免疫反应的发生"产生抗原特异性
M

Q

W

抗体"导致食物不耐受

的发生$而鸡蛋则为普通常食食物"本实验结果显示"可引起

包括轻#中#重度不同程度的食物不耐受"其发病机制可能与卵

清蛋白有关$卵清蛋白由鸡蛋中提取"属异种蛋白"有很强的

免疫原性"是建立变态反应动物模型应用最成功的变应原+

#

,

$

有研究提示"越是常吃食物越可能引起症状"而且往往会被人

们忽视$食物不耐受的症状在进食后数小时至数天后出现"长

期食用可能导致慢性症状"因此食物不耐受的自我诊断比较困

难"需要通过检测血液中特异性
M

Q

W

抗体水平"判断引发食物

不耐受的食物种类及身体反应严重程度$

调整饮食是解决食物不耐受的最佳途径"也是对食物不耐

受患者进行健康管理的核心$依据食物不耐受分级标准可将

食物安全程度进行分级"分别给予忌食#轮替等安全的处理方

案"由于在食物不耐受过程中
M

Q

W

抗体的2记忆3时间较短"通

常
#

周后对敏感物质的记忆减半"

%

个月后记忆消失"因此敏

感食物应坚持忌食半年"半年后可重新尝试再次接触$通过饮

食调整来改变患者临床症状"也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本研究中"由于作者所选择的健康体检者都具有一定临

床症状"如反复腹泻#偏头痛#睡眠障碍及慢性咳嗽#哮喘等"因

此阳性检测率相对较高"且本研究观察例数相对较少"问卷调

查不完善"因此将继续扩大样本量进行统计"为西南地区普通

人群的食物不耐受情况做详细研究"从而为传统疾病的诊治提

供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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