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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南川地区儿童哮喘变应原种类及发病危险因素&方法
!

采用标准化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及问卷调查方

法!对
11%

例儿童哮喘进行研究&结果
!

螨检出率最高!其次为蟑螂!第三位为动物毛发#单因素
7"

<

#+@#G

回归分析显示!同居人

口%同居人中吸烟状况%冬季取暖方式%宠物接触史%空调使用情况%棉枕%棉被使用情况%哮喘病史与南川地区儿童哮喘存在相关

性#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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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显示!冬季取暖方式%宠物接触史%空调使用情况%棉枕%棉被使用情况与南川地区儿童哮喘存在相关

性&结论
!

螨是南川地区儿童哮喘的主要变应原!冬季取暖方式%宠物接触史%空调使用情况%棉枕%棉被使用情况是南川地区儿

童哮喘的发病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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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支气管哮喘$以下简称儿童哮喘&是儿童常见的呼吸

道疾病)全球哮喘防治创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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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资料显示#估计全球有
'

亿哮喘病患者#到
1%12

年全世界将有近
$

亿的新增哮喘患者'

$

(

)中国哮喘发病率也

呈上升趋势#

$0

岁以下儿童哮喘发病率尤为明显)中国儿童

哮喘协作组于
$((%

年*

1%%%

年*

1%$%

年
'

次组织全国城市儿

童哮喘患病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儿童哮喘患病率分

别为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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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

#

1%

年间城市儿童哮喘患病率平

均上升
1'$&/-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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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哮喘因地域差异#变应原及发病危

险因素也有差别)本研究以医院为基础#主要采用皮肤点刺方

法检验过敏原#同时对致敏相关危险因素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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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1%$'

年
(

月至
1%$0

年
$1

月因哮喘到

本院进行皮肤点刺试验并且有阳性结果的患儿
11%

例作为观

察组#其中男
$10

例#女
()

例%年龄
1

"

$0

岁#平均$

2&0%V

1&--

&岁)另选同性别*年龄相差不超过
1

岁*本院同期健康体

检结果显示为正常的儿童
11%

例#作为对照组#男
$10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V1&2-

&岁)两组研究对象均

由家长签订知情同意书)两组对象性别及年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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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皮肤变应原点刺试验
!

采用标准化变应原点刺液
$'

种$由东莞劲芳生物医药孵化器有限公司提供&#分别为菊属*

狗上皮*猫上皮*特异青霉*丝绸*棉绒*粉尘螨*屋尘螨*蟑螂*

蒲公英属*鸭毛*艾蒿*小麦#另以生理盐水为阴性对照#组胺为

阳性对照)

>&?&?

!

问卷方法
!

本调查使用统一调查问卷表进行询问#采

用面对面调查方式)问卷内容包括!年龄*同居人数*同居人吸

烟情况*冬季取暖方式*有无宠物接触史*空调*居住楼层*居住

年限*面积*棉被*家族哮喘史*过敏性疾病*药物使用)

>&@

!

统计学处理
!

调查问卷采用
U

K

#!E@E'&%

软件双人双录

入#采用
>?>(&$&'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利用单因素*多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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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

a%&%2

)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致敏原吸入阳性结果
!

不同致敏原吸入阳性结果显

示#螨检出率最高#其次是蟑螂#第
'

位是动物毛发)螨过敏种

类中屋尘螨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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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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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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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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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属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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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动物

毛发致敏种类中狗毛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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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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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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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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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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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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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
!

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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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显示#

同居人数与儿童哮喘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同居人中吸烟状况*冬季取暖方式*宠物接触史*空调使

用情况*棉枕*棉被使用情况*哮喘病史与儿童哮喘呈正相关

$

!

$

%&%2

&%居住房屋年限*面积与儿童哮喘无关#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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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哮喘发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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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危险因素
MT (2S$O !

同居人数
%&20 %&'/

"

%&-)

$

%&%$

同居人中吸烟状况
$&)1 $&%-

"

1&00

$

%&%2

冬季取暖方式
$&)) $&1/

"

1&$2

$

%&%$

宠物接触史
1&)- $&-0

"

0&%/

$

%&%$

空调使用情况
$&20 $&%1

"

1&'1

$

%&%2

居住房屋年限
$&%( %&(1

"

$&'%

%

%&%2

居住房屋面积
$&'0 %&(-

"

$&/0

%

%&%2

棉枕*棉被使用情况
1&$2 $&0%

"

'&'1

$

%&%$

哮喘病史
'&%% $&-)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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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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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
!

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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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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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显示#

冬季取暖方式*宠物接触史*空调使用情况*棉枕*棉被使用情

况#是南川地区儿童哮喘的发病危险因素#见表
1

)

表
1

!!

儿童哮喘发病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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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危险因素
MT (2S$O !

冬季取暖方式
1&)1 $&//

"

'&)0

$

%&%$

宠物接触史
'&%' $&(%

"

0&/)

$

%&%$

空调使用情况
$&(( $&11

"

'&10

$

%&%2

棉枕*棉被使用情况
'&$/ $&('

"

2&1)

$

%&%$

@

!

讨
!!

论

儿童哮喘是儿童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

1%$%

年中国城

市儿童哮喘平均患病率为
'&%1S

'

1

(

)由于哮喘病变受遗传和

环境等各类因素的影响#发病机制复杂#治疗困难#同时随着工

业发展和人民生活习惯变化#导致近年来儿童哮喘呈上升趋

势)目前国内常用检测儿童哮喘过敏原的方法是皮肤点刺试

验与血清过敏原检测#其中皮肤点刺试验较简便*敏感性*准确

性较高#与临床症状符合#更易被儿童接受'

0

(

)

本次调查显示#南川地区儿童哮喘皮肤点刺阳性中螨检出

率最高#其次是蟑螂#第
'

位是动物毛发#与陈芸等'

2

(研究结果

相同)南川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全年阴雨天气较

多#平均湿度较高#螨虫滋生较多)阴雨天气导致儿童多为室

内活动#也增加了螨虫感染率)湿度较高容易使棉枕*棉被容

易滋生尘螨和霉菌#有研究表明尘螨*霉菌是哮喘发病的主要

危险因素'

).-

(

)本研究显示使用棉枕*棉被的儿童患哮喘的风

险是不使用棉枕*棉被的
'&$/

倍$

(2S$O

!

$&('

"

2&1)

&)

同时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导致南川地区夏季炎热#冬季

湿寒#空调使用情况较为普遍)有研究显示使用空调会增加空

气中的尘螨水平#从而导致儿童哮喘的发病'

/.(

(

)本研究显示

家庭使用空调的儿童患哮喘的风险是家庭不使用空调的
$&((

倍$

(2S$O

!

$&11

"

'&10

&)

冬季采用煤为燃料取暖会增加儿童哮喘发病危险'

$%

(

)本

研究也发现冬季采用燃煤作为取暖方式可增加儿童哮喘发病

危险#其
MT

值为
1&)1

)国内有文献显示室内通风次数增加

1

"

'

倍#室内空气污染度可下降
2%S

'

$$

(

)所以#采用通风换

气或改变取暖方式#均可有效降低儿童患哮喘的概率)

近年来宠物种类与数量急剧增加#由此导致儿童接触宠物

的机会也逐渐增多)有文献显示宠物的皮屑*毛发*分泌物等

会导致空气中过敏原水平升高#是过敏性呼吸系统疾病#如哮

喘的危险因素之一'

$1.$'

(

)本研究结果提示#有宠物接触史的

儿童患哮喘的风险是无宠物接触史者的
'&%'

倍$

(2S$O

!

$&(%

"

0&/)

&)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研究显示冬季取暖方式*宠物接触史*

空调使用情况*棉枕*棉被使用情况是南川地区儿童哮喘的发

病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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