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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长期流涕患儿过敏原皮肤点刺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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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科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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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调查长期流涕患儿过敏情况!分析过敏在长期流涕儿童中的作用%方法
!

随机收集该院门诊收治长期流涕患

儿
+0/

例的病历资料!使用丹麦爱尔开阿贝优过敏原检测试剂盒"

6D$

$!利用皮肤点刺实验方法!用生理盐水作阴性对照!组胺

作阳性对照!检测常见过敏原%采用
<C<<+%.&

软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0/

例长期流涕患儿的过敏原检测阳性率

0>.?X

!其中最常见的过敏原为屋尘螨
/,.+,X

!粉尘螨
/&.%&X

%不同季节检测出过敏原阳性率不同!夏秋季节明显高于冬春季

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不同性别检测过敏原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结论
!

长期流涕患儿与过敏因素关系密切!对其进行过敏原检测!有助于指导临床治疗%

关键词"过敏原#皮肤点刺实验#螨虫#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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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流涕患儿在儿童耳鼻喉科门诊较为常见'目前#对其

发病原因及机制尚不明确#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加行抗过敏治

疗#可取得一定疗效#因此怀疑其与过敏因素有关'为明确长

期流涕与过敏之间的关系#本科从
,&&1

年开始采用过敏原皮

肤点刺实验对
+0/

例长期流涕患儿进行常见过敏原检测#报道

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1

年
+

月
$

,&++

年
1

月门诊长

期流涕患儿
+0/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_+.%

&岁#其

中男
?,

例#女
>%

例'长期流涕指连续流涕时间超过
+

个月以

上'纳入标准!单纯长期流涕#不伴其他临床症状%无明确诱因

及鼻腔结构异常%期间未行抗过敏治疗%考虑点刺实验需要配

合#要求年龄大于
-

岁以上'排除标准!有明确病因#例如已经

确诊过敏性鼻炎的患儿%有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疾病%年龄小于

-

岁患儿%

+

周内使用过抗组胺(免疫调节剂及激素类药物的

患儿'

C.D

!

方法
!

对入选的
+0/

例长期流涕患儿#由接诊医师按照

就诊顺序随机编号'由过敏原检测中心医师对所有入选患儿

按编号进行皮肤点刺实验'选择双侧前臂掌侧点刺#两种试剂

间隔
,N(

#每点一滴点刺液#用一个点刺针垂直刺在液滴中#

深度
&.>/((

左右#用棉签擦去残留液滴#观察
,&(FH

#测量

风团大小#并出示按照编号记录的点刺结果'过敏原阳性判断

标准!$

+

&过敏原风团与阴性对照相同为$

j

&%$

,

&过敏原风团

范围为标准组胺风团
+

"

-

为$

k

&%$

%

&过敏原风团范围为标准

组胺风团
+

"

,

为$

kk

&%$

-

&过敏原风团范围与标准组胺风团

相同为$

kkk

&%$

/

&过敏原风团范围与标准组胺风团
,

倍为

$

kkkk

&'

C.E

!

实验试剂
!

本实验过敏原检测试剂盒由丹麦
6D$6'

Y8DD3

公司提供的标准化过敏原检测试剂盒$

6D$

&#可检测

尘螨(带螨(狗毛发皮屑(猫毛发皮屑(德国小蠊(细链格孢霉(

艾蒿(豚草(梯牧草(桦树(花粉组(霉菌组(美洲大蠊等常见过

敏原'阴性对照为本院输液用生理盐水#阳性对照为
&.&+

L

"

D

的盐酸组胺'

C.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ONJT,&&%

软件录入数据建立数据

库#采用
<C<<+%.&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率的方式描述#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进行分析#检验水

准设定为
(

&̂.&/

'

D

!

结
!!

果

D.C

!

过敏原皮肤点刺实验结果
!

+0/

例长期流涕患儿中
++,

例过敏原阳性#总阳性率
0>.?X

#其中单种过敏原阳性患者
,>

例#

,

种及以上阳性患者
1/

例'不同过敏原的阳性率及占阳

性病例百分比#见表
+

'

%0,,

重庆医学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不同过敏原的阳性率及占阳性病例百分比

过敏原
阳性

$

# +̂+,

&

阳性率$

X

&

$

# +̂0/

&

占阳性病例百分比

$

X

&$

# +̂+,

&

屋尘螨
10 /,.+, >?.%%

粉尘螨
1% /&.%& >0.>?

无爪热带螨
%> ,,.-, %%.&-

狗毛发皮屑
? /.-/ 1.&-

猫毛发皮屑
+, >.,> +&.>+

德国小蠊
1 -.1/ >.+-

细链格孢霉
%% ,&.&& ,?.-0

艾蒿
> -.,& 0.,/

豚草
/ %.&% -.-0

梯牧草
> -.,& 0.,/

桦树
- ,.-, %./>

花粉
0 %.0- /.%0

霉菌
+% >.11 ++.0+

美洲大蠊
- ,.-, %./>

D.D

!

不同性别过敏原分布特点
!

经方差分析#不同性别之间

过敏原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过敏原分布特点

性别 阳性$

#

& 阴性$

#

& 合计$

#

& 过敏原阳性率$

X

&

男
>& ,, ?, >0.&?

女
-1 ,/ >% 0/.>/

合计
++, /% +0/ 0>.?

D.E

!

不同季节过敏原分布特点
!

按照传统季节分法!

%

$

/

月

为春季#

0

$

1

月为夏季#

?

$

++

月为秋季#

+,

$

,

月为冬季'排

除
,-

例无法明确按照季节进行分类的病例#对余下
+-+

例患

儿按照季节进行分组分析'

-

组经方差齐性检验后行方差分

析$

'

,

+̂&.>++

#

! &̂.&+%

&#证明
-

组间过敏原阳性率水平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对比结果表明#夏季与秋季比较两组

之间过敏原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冬季与春季比较两组之间过敏原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

!^&./>+

&#夏秋季与冬春季比较两组之间

过敏原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见

表
%

'

表
%

!!

不同季节过敏原阳性率分布特点

季节
#

过敏原阳性$

#

& 过敏阴性$

#

& 过敏原阳性率$

X

&

春季
,/ +- ++ /0.&&

夏季
/- -- +& 1+.-1

秋季
%1 ,> ++ >+.&/

冬季
,- ++ +, -/.1%

合计
+-+ ?0 -/ 01.&?

E

!

讨
!!

论

长期流涕症状在儿童耳鼻喉科门诊较为常见#临床上对其

治疗比较棘手#不易治愈#而且容易反复'目前#对儿童长期流

涕病因及发病机制研究较少#未见相关报道'本文期望通过对

长期流涕患儿进行过敏情况检测#分析儿童长期流涕与过敏之

间的关系'目前#临床上过敏原检测主要有血清特异性免疫球

蛋白检测及皮肤点刺实验
,

种)

+

*

'虽然
,

种方法的特异性和

灵敏度之间稍有差异#但多项研究表明检测的总体结果之间具

有良好的一致性)

,

*

'前者主要通过抽取血液检查#成本较高#

而且费时#多为无法进行皮肤点刺患儿的替代方法)

%

*

'皮肤点

刺实验具备微创(快速(重复性好等特点)

-

*

#在临床上广泛使

用'因此#本研究选择皮肤点刺实验对入选
+0/

例长期流涕患

儿进行过敏情况调查'

文献报道引起流涕常见原因有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脑积液鼻漏(神经调节功能障碍及鼻腔结构异常(物理刺激等'

本研究对
+0/

例长期流涕患儿过敏原检测结果显示#过敏原阳

性者
++,

例#阳性率为
0>.?X

#提示过敏与患儿长期流涕关系

密切#是导致儿童长期流涕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对与患儿长期

流涕有关的过敏原进行分析#发现主要的过敏原为屋尘螨(粉

尘螨(无爪热带螨(细链格孢霉(狗和猫毛发皮屑(霉菌(德国小

蠊等'这些过敏原与儿童日常生活接触紧密#当其与患儿鼻腔

黏膜接触时#可通过
)

L

8

(

)

L

=

)

/

*及非变态反应
%

种方式激活肥

大细胞#使患儿处于长期过敏状态#然后在细胞因子(细胞间黏

附分子及部分神经肽的相互作用下#腺体分泌增加#鼻涕增多#

导致患儿流涕不易缓解'由于螨虫具有黏附性#平时打扫卫

生#不易去除#而螨虫的皮屑(卵(尸体及分泌排泄物均可引患

儿过敏)

0

*

'因此#不管对儿童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是对过敏性

皮炎(湿疹过敏原的调查文献均显示尘螨为最常见的过敏

原)

>'+&

*

'本实验中对长期流涕患儿过敏原分析也显示屋尘螨(

粉尘螨#均明显高于其它过敏原#提示临床上对长期流涕患儿

一定要注意避免螨虫接触问题'实验中剔除了
,-

例无法明确

按照季节进行分类的病例后#按不同季节对长期流涕患儿过敏

原阳性率进行比较#发现其与季节变化有关#提示夏秋季节患

儿长期流涕症状与过敏因素更为密切#而冬春季节除与过敏有

关外#还有相当部分是由非过敏因素引起#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性别差异是否影响过敏原检测阳性率各文献报道不一#有

文献报道阳性率在男女之间无明显差异)

++'+,

*

#但也有部分文

献得出相反的结论'通过对
+0/

例长期流涕患儿皮肤点刺实

验阳性率对比#未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文献报道各

年龄段过敏原分布并不一致)

+%

*

#可能与儿童年龄有关)

+-

*

'由

于本实验收集的病例年龄段较为集中#因而无法对各年龄段过

敏情况进行分析'

患儿长期流涕与过敏因素关系密切#对长期流涕患儿应进

行过敏原检测#注意避免接触常见过敏原'尤其对夏秋季节长

期流涕患儿加行抗过敏治疗#可能取得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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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细胞代谢%谷氨酸转化为谷胱甘肽#是重要的抗氧化剂'

谷红注射液通过扩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作用而起到增加脑组织

血供#减少脑组织损害#提高脑组织功能的兴奋性#增加脑代谢

率和脑血流量#抗氧自由基作用#从而保护脑细胞'

本研究将二者联合应用治疗
!̀)

'治疗
%

周后发现!$

+

&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
2E!6

和
6BD

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表明奥拉西坦或者谷红注射液联合奥拉西坦对
!̀)

的治

疗均有较好的疗效%$

,

&谷红注射液联合奥拉西坦治疗
!̀)"B

患者的疗效均优于奥拉西坦#而治疗
9̀B

患者的疗效相似%

$

%

&同样是通过谷红注射液联合奥拉西坦治疗#

!̀)"B

患者取

得的疗效要优于
9̀B

患者'后面两点提示#谷红注射液对未

达痴呆的
!̀)

患者有效#与奥拉西坦产生协同作用%而对达到

痴呆的
!̀)

患者可能无效#或者说观察疗程太短#疗效还未显

现'因此#

!̀)

早期干预可以极大的改善认知功能障碍#减少

痴呆的发生率'

各组治疗过程和治疗结束时均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头痛(恶心为使用奥拉西坦后出现的不良反应#与文献报道一

致)

+&

*

%面部及躯体红斑为使用谷红注射液后出现的不良反应#

可能与中成药注射液有关%轻度肝功能异常
+

例#为一过性#未

作特殊处理'结果提示谷红注射液联合奥拉西坦治疗
!̀)

没

有增加药物不良反应#临床使用安全'当然#要清楚认识二者

联合后的安全性问题#尚需大样本的观察研究'

"志谢'感谢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神经内科&检验科&放射

科同事对本研究的大力协助!感谢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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