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西南地区
%(>$

例变应性疾病患儿变应原临床分析"

王
!

刚!陈建平!汪万军!王
!

梅!桂
!

芹!何念海#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儿科!重庆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变应性疾病常见变应原的致病状况!为变应性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及临床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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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际标准方法的皮肤点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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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变应性疾病患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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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变应原测定!并设阳性"组胺%及阴性"生理

盐水%对照$以阳性为对照判断标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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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蟹
$'&ZY

&皮肤点

刺结果为强阳性"

jjjj

%的以粉尘螨和屋尘螨为主!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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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变应性疾病儿童吸入变应原与食入变

应原阳性率随年龄增加均有升高趋势!在各年龄分组中吸入变应原与食入变应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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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各年龄组两两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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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的吸入性#摄入性变应原皮试阳性率

明显高于其他变应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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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变应性疾病通常由变应原致病!吸入性变应原为常见变应

原!尘螨为首要变应原&皮肤点刺实验对变应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特异性免疫治疗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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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原在变应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明确变应原是变应性疾病诊治的重要措施)自然界中存

在成千上万种过敏原#不同国家和地区常见的变应原又不完全

相同)因此#只有了解一个地区引起变应性疾病的主要变应

原#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变应性疾病的防治)支气管哮喘

$

L6/73K;525@.K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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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儿童时期常见的呼吸道变应性疾病#

近年来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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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致病变应原的预防是哮喘

治疗的一个基本方法)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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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诊断儿童变应性疾病简便*快捷*特异性高的一种方

法#通过试验可以找到引起患儿变应性疾病的变应原)杨晓

蕴'

Z

(在比较了血清
B!

<

S

检测后指出#皮肤点刺试验可作为儿

童过敏原检测优先选用的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西南地区

%(>$

例变应性疾病患儿变应原
BF#

检测结果#试图较全面地

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变应原种类及分布特点#为该地区变应性疾

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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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疾病患儿摄入性和吸入性变应原皮肤点刺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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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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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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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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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荨麻

疹*湿疹*变应性鼻炎*结膜炎*慢性咳嗽等)支气管哮喘的诊

断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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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制定的哮喘诊断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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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A&B&A

!

BF#

用具
!

采用皮试用变应原$商品名!阿罗格&的变

应原点刺液和一次性点刺针)变应原分为摄入性和吸入性
%

类变应原#摄入性变应原包括鸡蛋清*鸡蛋黄*海蟹*牛肉*牛

奶%吸入性变应原包括棉絮*狗毛*猫毛*蟑螂*粉尘满*草花

粉*香烟*法国梧桐*屋尘螨%组胺$阳性对照液&#生理盐水$阴

性对照液&)共
$'

种变应原)

A&B&B

!

BF#

操作
!

根据
U?X

标准#所有患儿受试前均停用

皮质类固醇和抗组胺药物
)8

以上)按国际标准方法#在患儿

屈侧经消毒的皮肤上#自下而上滴阴性对照液*粉尘满*狗毛等

各种变应原液及组胺阳性对照液各
$

小滴#每
%

滴间距离不小

于
Z3P

以防止反应红晕相互融合)用一次性变应原点刺针垂

直点在每一液滴中#轻压刺破皮肤$以不出血为度&)

$@

后将

针提起弃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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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全部液滴擦去#

%(P;7

后观察并记

录皮肤反应#以出现风团和红晕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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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标准
!

以变应原和组胺$阳性对照液&所致风

团面积比而定其反应级别)无反应者为$

g

&#比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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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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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或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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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或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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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观察各种变应原阳性检出率%按年龄将患儿

分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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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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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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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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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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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观察不同年龄组变应

原检出阳性率%将变应原分为吸入性和摄入性两组#观察两组

变应原阳性率与年龄的关系%比较哮喘组与其他变应性疾病组

摄入性*吸入性变应原有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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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FBB$)&(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

%

检验#检验水准
%

f(&(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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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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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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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吸入性和摄入性变应原分布情况
!

%(>$

例中皮

试阳性患儿至少有一种变应原是阳性#最多同时
$'

种变应原

都阳性)变应原阳性患儿占
Z)&%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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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变应

原阳性患儿
HHZ

例#占总阳性人数
H(&'Y

#女性变应原阳性患

儿
')H

例#占总阳性人数
)G&HY

)变应原种类及
'

种程度的

阳性率$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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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性和吸入性变应原皮试阳性程度结果
!

摄入性变应

原$鸡蛋清*鸡蛋黄*海蟹*牛肉*牛奶&和吸入性变应原$棉絮*

狗毛*猫毛*蟑螂*粉尘满*草花粉*香烟*法国梧桐*屋尘螨&

皮试阳性结果$表
%

&#经统计学处理#吸入性变应原皮试阳性

率与摄入性变应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摄入

性变应原和吸入性变应原皮试阳性程度比较$表
)

&#结果经统

计学处理#摄入性变应原和吸入性变应原皮试阳性程度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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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性变应原弱阳性$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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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占的构成比较吸入性高%吸入性变应原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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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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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构成比较摄入性高)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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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性变应原和吸入性变应原皮试阳性结果比较

变应原类别 阳性例数 阴性例数 合计 阳性百分率$

Y

&

摄入性变应原
>$$ GH'' $()ZZ H&*>

吸入性变应原
%HZ$ $ZG** $*H)G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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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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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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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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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变应原阳性率
!

各年龄组摄入性*吸入性变应

原皮肤变应原点刺阳性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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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性变应原皮肤点刺

总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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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摄入性变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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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与其余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G(%

#

))&Z*$

#

E

%

(&($

&#

$

$

%

岁组与
)

$

H

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

E

'

(&(Z

&%吸入性变应原皮肤点刺总阳性率
Z$&)Y

$

$(H%

例&#吸

入性变应原
>

$

$'

岁组与其余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G(%

#

)(&)GH

#

E

%

(&($

&#

$

$

%

岁组与
)

$

H

岁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f%&'*$

#

E

'

(&(Z

&)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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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与其他变应性疾病比较
!

%(>$

例变应性疾病患儿

%$G$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中哮喘患者占
')&$Y

$

*G%

"

%(>$

&#其他变应性疾病患者占

ZH&GY

$

$$>G

"

%(>$

&#包括荨麻疹*湿疹*变应性鼻炎*结膜炎*

慢性咳嗽等)哮喘与其他变应性疾病皮试结果比较$表
Z

&#哮

喘与其他变应性疾病摄入性变应原皮试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f>$&H%G

#

$'%&>>)

#

E

%

(&($

&#支气管哮喘的吸

入性变应原阳性率与摄入性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GH&'Z%

#

E

%

(&($

&)

表
)

!!

摄入性变应原和吸入性变应原皮试阳性

!!!

程度比较&

%

$

Y

%'

变应原种类
阳性程度

j jj jjj jjjj

合计

摄入性变应原
)$$

$

')&>

&

%$)

$

)(&(

&

G$

$

$%&*

&

GH

$

$)&Z

&

>$$

吸入性变应原
>*%

$

%G&Z

&

ZG>

$

%%&Z

&

)>(

$

$'&(

&

G(%

$

)'&(

&

%HZ$

合计
$(G) *$( 'H$ GG* ))H%

占总阳性率$

Y

&

)%&Z %'&$ $)&> %G&> $((

!!

卡方检验!

(

%

f$%>&GZ%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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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年龄组摄入性(吸入性变应原皮

!!

试点刺实验结果&

%

$

Y

%'

年龄组$岁&

摄入性变应原

阳性 阴性

吸入性变应原

阳性 阴性

$

$

% >%

$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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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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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Z

!!

哮喘与其他变应性疾病摄入性变应

!!

原皮试结果比较&

%

$

Y

%'

疾病种类
摄入性变应原

阳性 阴性

吸入性变应原

阳性 阴性

支气管哮喘
%GH

$

))&%

&

ZGH

$

HH&*

&

ZG%

$

HH&'

&

)((

$

))&H

&

其他变应性疾病
%(%

$

$>&$

&

G>>

$

*%&G

&

'>(

$

)G&G

&

>(G

$

H(&$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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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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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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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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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家庭规

模的缩小#变态反应性疾病发病率有升高趋势'

%

#

HE>

(

)用于
!

型变态反应性疾病特异性实验室检查主要包括血清变应原特

异性免疫球蛋白测定*变应原的皮肤点刺试验和特异性激发试

验
)

部分)其中
BF#

是最常用最基本的的检测方法)

BF#

始

于
$G(G

年#可以证实或除外导致变态反应的变应原#对变应性

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

(

)

本研究回顾性地分析了本院儿科
%(>$

例变应性疾病患

儿
$'

种常见变应原
BF#

结果#无
$

例不良反应#其中
BF#

阳

性
$$($

例#阳性率
Z)&%Y

%表明变应性疾病大多数有明确的

变应原致病)男孩更容易患变应性疾病)尘螨是中国也是其

他国家引起变应性疾病的主要变应原'

GE$$

(

)尘螨是居室内最

优势的螨类#特别是粉尘满和屋尘螨#它们均属于麦食螨科)

早在
%(

世纪
%(

年代初#

c,67

$

$G%$

&和
9//M,

$

$G%%

&即已提出

屋尘中的特殊抗原物质是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的重要病因)

$GZ*

年荷兰莱顿大学医院
]//6K/6@.

等最终证实屋尘螨是屋

尘中的主要变应原成分#被认为是上世纪
H(

年代哮喘病因学

的重大发现'

$

(

)毕玉田等'

$%

(在其综述中回顾分析了屋尘螨中

的主要抗原
+,6

-

$

的研究现状#认为其与哮喘有关)因此#对

尘螨等变应原的预防是避免变应性疾病的有效手段#屋尘螨主

要生活在卧室内的被褥*床垫*枕套*枕头*地毯*沙发或木头家

具里#再加上中国西南地区常年气候温暖*多雨潮湿*植被繁茂

最适宜螨的生存)因此#建议居室环境整洁#保持通风*干糙#

尽量不用地毯*不养宠物#必要时空调除湿#以防止和减少室内

尘螨及其他吸入性变应原的生长'

$)E$'

(

)对于食物组变应原阳

性者一般应避免进食该类食物)为减少长期禁食某食物而造

成营养不良#可少量多次进食某食物#使机体逐渐产生口服耐

受'

$Z

(

)王元等'

$H

(对上海地区过敏原疾病研究中也表示一部

分患者虽对鸡蛋白*牛奶或虾的
BF#

结果呈阳性#但日常生活

中进食这类食物并无不适#分析可能与食物成分*添加剂*在体

内代谢途径等有关#有待研究)主张在没有食物激发实验证实

对某种食物过敏的情况下#鉴于儿童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不

主张,忌口-该类食物)用低敏配方奶代替一般牛奶也是预防

儿童变应性疾病发生的一种新方法)最近的研究表明#避免母

亲怀孕最后
)

个月食用花生及婴儿期服用牛奶*花生*鸡蛋均

可减少以后变应性疾病的发生'

$

(

)最近
F5.6;5635

等'

$>

(在对食

物变态反应和食物不耐受诊断与治疗的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研

究中发现#采用舌下口服特异性脱敏剂对变应性疾病治疗有较

高的成功率)糖皮质激素治疗变应性疾病被得到广泛认可#曹

国强等'

$*

(在变应原卵蛋白$

X]C

&诱导的哮喘模型中证实过敏

原诱导的气道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骨髓中造血细胞性祖细胞

的分化增殖增强有关#糖皮质激素对过敏原诱导的气道炎症的

治疗作用可能部分通过其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实现的#为哮喘的

治疗提供了理论支持)

吸入性变应原
BF#

阳性率与摄入性变应原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说明变应性疾病主要由吸入性变应原致病)摄入

性变应原和吸入性变应原
BF#

阳性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摄入性变应原弱阳性$

j

$

jj

&所占的构成比较吸入性

高%吸入性变应原强阳性$

jjj

$

jjjj

&所占的构成比较

摄入性高)因
BF#

阳性程度越高临床上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就

越大#进一步说明吸入性变应原是变应性疾病的主要致病因

素)在对各年龄组摄入性*吸入性变应原对比发现摄入性和吸

入性变应原随着年龄的增长#阳性率有上升趋势#这也正说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系统逐步完善以及接触了较多的变应

原)在
)

岁以前变应原
BF#

阳性率较低#其机制可能是婴幼

儿免疫机制欠完善*接触变应原较少)哮喘是最常见的变应性

疾病#中国儿童患病率
)Y

左右#随着环境的变化#哮喘的患病

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

#

$)

(

)变应原是引起哮喘的首发因素#是

哮喘病发病的,扳机-和主要病因#其在哮喘的发生*发展中均

起到重要作用)

BF#

能有效地确定常见变应原#为哮喘的防

治提供了很好的诊断方法)哮喘与其他变应性疾病摄入性*吸

入性变应原
BF#

结果比较均有显著性意义#说明哮喘患者的

变应原
BF#

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变应性疾病#更有利于用其

)$G$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来作为哮喘变应原筛查的常规方法)支气管哮喘的吸入性变

应原阳性率与摄入性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

说明吸入性变应原是哮喘的常见致病因素#也更好地说明吸入

性变应原是引起变应性疾病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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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强阴道分娩#特别是子宫肌瘤较大或阻塞产道时选择剖宫产

同时行肌瘤剔除术是比较恰当的)近几年#作者借鉴参考文献

'

H

(在剖宫产术中剔除直径
H

$

$%3P

的子宫肌瘤#在手术时间

和出血量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证实了在剖宫

产术中行较大的子宫肌瘤剔除是可行的#但对特殊部位的子宫

肌瘤$如子宫角部*输卵管附近及阔韧带肌瘤等&处理应特别慎

重)总之#对妊娠合并子宫肌瘤的患者行剖宫产术#只要掌握

手术技巧#术中剔除肌瘤是可行的)

作者认为#在剖宫产术中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时#为了患者

的安全#首先要具备
%

个条件!$

$

&术前要备足血源%$

%

&术者要

有娴熟的技术#在术中遇到特殊情况能妥善处理#剖宫产同时

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才是安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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