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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成都地区慢性荨麻疹的常见过敏原及其性别%年龄分布&方法
!

采用变应原点刺液"商品名(阿罗格$对

/;(

例慢性荨麻疹患者实施
$'

种吸入物及
$;

种食物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结果
!

皮试阳性率最高的前
;

位变应原依次是(粉

尘螨%屋尘螨%蟑螂%小虾和蟹肉&其中粉尘螨阳性率最高!为
;/&-W

!屋尘螨次之!为
;;&$W

&不同性别变应原阳性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男女两组吸入组变应原阳性率明显高于食物组&儿童%青中年人群变应原阳性率更高&结论
!

粉尘螨%屋尘螨%蟑螂%

小虾和蟹肉等是成都地区慢性荨麻疹的主要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可以明确过敏原!对于慢性荨麻疹的个体化治疗及健康教育

起重要作用!并为该地区慢性病管理提供合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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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麻疹是以风团为特征的皮肤疾病#特点是速发速止#常

在
10>

内消退*据报道#

$1W

%

11W

人一生中都经历过荨麻

疹'

$

(

#而其中
1;W

的患者可能发展为慢性荨麻疹'

1

(

*慢性荨

麻疹病因复杂#治疗困难#现代医学提出慢性荨麻疹的四位一

体治疗!即避免过敏原)患者教育)药物治疗及过敏原特异性免

疫治疗'

'

(

#更提倡对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

0

(

*了解患者的过敏

原种类对患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起到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回

顾性分析了成都地区
/;(

例慢性荨麻疹患者的皮肤点刺试验

结果#初步探究了该地区不同年龄)性别的慢性荨麻疹患者过

敏原的分布情况#为临床医生对慢性荨麻疹的诊治及进行患者

教育提供参考#并试图为该地区过敏性疾病的慢性病管理提供

合理依据*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1%$'

年
/

月至
1%$0

年
$1

月到本科门诊就诊

患者
/;(

例#均符合慢性荨麻疹诊断#病程均超过
)

周*其中

男
1(%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

岁#病程
1

个月

至
1%

年*检测前均停服抗组胺药
'!

及皮质类固醇激素类药

物
$

周*患者均来自成都及周围郊区)郊县*所有患者均做吸

入及食物组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

E&F

!

检测方法

E&F&E

!

过敏原点刺液
!

采用阿罗格$德国
FBB3@

M

"

I

>L@EL

公

司&的过敏原点刺液共
1/

种#吸入组包括树
)

)树
*

)杂草)和

本类)谷类)霉菌
)

)霉菌
*

)狗上皮)猫上皮)鸭毛)白色念珠

菌)粉尘满)屋尘螨)蟑螂#食物组包括羊肉)牛肉)鲤鱼)蟹肉)

小虾)凤梨)芒果)草莓)小麦粉)牛奶)桃子)鸡蛋清)鸡蛋黄)红

辣椒)黑胡椒*

E&F&F

!

操作方法
!

皮肤点刺试验在前臂屈侧进行#双侧各为

吸入组及食物组*用
-;W

乙醇消毒前臂内侧皮肤#待干后按

顺序滴上过敏原点刺液#液滴间距
1&;4E

以上#再用点刺针透

过液滴垂直刺入皮肤#深度约
$EE

#以不出血为宜#每换一个

液滴需要换点刺针#

1

%

'E#,

后用卫生纸轻轻放在点刺液上

吸干点刺液#

$;

%

1% E#,

后观察皮肤反应#并按顺序出具

报告*

E&F&G

!

结果判断标准
!

以磷酸组胺为阳性对照#通过与阳性

对照相比判断反应程度*具体分级标准为!无风团反应$

\

&%

风团反应小于阳性对照的
$

"

1

$

j

&%风团反应大于或等于阳性

对照的
$

"

1

#但 小 于 对 照 $

j j

&%风 团 反 应 与 对 照 相 同

$

jjj

&%风团反应大于阳性对照$

jjjj

&*

E&G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CGG$-&%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表示#采用
!

1 检验#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F

!

结
!!

果

F&E

!

过敏原分布总情况
!

/;(

例患者中每位患者至少
'

种过

敏原为阳性#最多同时
1%

种过敏原为阳性*排名前
;

位的过

敏原为!粉尘螨)屋尘螨)蟑螂)小虾和蟹肉*主要过敏原的阳

性例数情况见表
$

*主要过敏原阳性程度的情况见表
1

*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表
$

!!

排名前
;

过敏原种类

排名 过敏原种类 阳性$

%

& 阴性$

%

& 阳性率$

W

&

$

粉尘螨
;%0 ';; ;/&-

1

屋尘螨
0-' '/) ;;&$

'

蟑螂
0$) 00' 0/&0

0

小虾
'(' 0)) 0;&/

;

蟹肉
')0 0(; 01&0

表
1

!!

排名前
;

过敏原阳性程度比较

排名 过敏原种类 $

j

& $

jj

& $

jjj

&$

jjjj

&

$

粉尘螨
(/ 1'% $1) ;%

1

屋尘螨
-/ 1$( $$/ ;/

'

蟑螂
$1; 1$1 ;) 1'

0

小虾
'1' ;0 $$ ;

;

蟹肉
'$- 0; 1 %

F&F

!

性别与过敏原分布
!

男性患者共
1(%

例#过敏原阳性

1101

项次#阳性率为
1-&)W

#前
;

位的过敏原依次为!粉尘螨)

屋尘螨)蟑螂)小虾)红辣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h$0&%$1

#

!h%&%%-

&#见表
'

*女性患者
;)(

例#过敏原阳性为
00-1

项

次#阳性率为
1/&$W

#前
;

位的过敏原依次为!粉尘螨)屋尘

螨)蟑螂)小虾)蟹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h$-&/-'

#

!h

%&%%$

&#见表
0

*男女过敏原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

h

%&;)1

#

!h%&0;0

&*总体来讲#吸入组过敏原阳性率高于食物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h1';&/$

#

!

$

%&%%$

&*分别计算后

提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吸入组过敏明显高于食物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男性患者主要过敏原分布情况

过敏原 阳性$

%

&阴性$

%

& 合计 阳性百分比$

W

&

!

1

!

粉尘螨
$)( -(;$ /$1% 1&$ $0&%$1%&%%-

屋尘螨
$)0 -(;) /$1% 1&$

蟑螂
$0; -(-; /$1% $&/

小虾
$1( -(($ /$1% $&)

红辣椒
$$- /%%' /$1% $&0

表
0

!!

女性患者主要过敏原分布情况

过敏原 阳性$

%

&阴性$

%

& 合计 阳性百分比$

W

&

!

1

!

粉尘螨
''; $;;(- $;('1 1&$ $-&/-'%&%%$

屋尘螨
'%( $;)1' $;('1 $&(

蟑螂
1-$ $;))$ $;('1 $&-

小虾
1)0 $;))/ $;('1 $&-

蟹肉
10/ $;)/0 $;('1 $&)

F&G

!

年龄与过敏原分布
!

将患者按年龄分为
'

组#其中
$/

岁

以下组为儿童及少年组共
1$-

例#

$/

%

)%

岁组为中青年组共

;)0

例#

)%

岁以上组为老年组共
-/

例*其过敏原阳性率显示

中青年是过敏率最高的人群#其次为儿童及少年组#老年组最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h-1&-/$

#

!

$

%&%%$

&#见表
)

*其

中#儿童及少年组位于前
'

位的过敏原依次是!粉尘螨)屋尘螨

及小虾$表
-

&%中青年组位于前
'

位的过敏原依次是!粉尘螨)

屋尘螨及蟑螂$表
/

&%老年组位于前
'

位的过敏原依次是!粉

尘螨)屋尘螨及红辣椒$表
(

&*

'

组数据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

&*

表
;

!!

不同性别吸入及食物过敏原比较

性别
例数

$

%

&

阳性数

$项次&

吸入组

$项次&

食物组

$项次&

!

1

!

男
1(% 1101 $101 $%%% $%%&$)

$

%&%%$

女
;)( 00-1 10%/ 1%)0 $'-&;'

$

%&%%$

合计
/;( )-$0 ');% '%)0 1';&/$

$

%&%%$

表
)

!!

不同年龄组过敏原阳性率比较

组别
例数

$

%

&

阳性数

$项次&

阳性率

$

W

&

吸入组

$项次&

食物组

$项次&

!

1

!

儿童少年组
1$- $;'; 1;&' /1' -$1 -1&-/$

$

%&%%$

中青年组
;)0 0)-( 1(&) 1;1- 1$;1

老年组
-/ ;%% 11&' '%% 1%%

表
-

!!

儿童"少年组患者主要过敏原分布情况

过敏原
阳性

$

%

&

阴性

$

%

&

合计
阳性百

分比$

W

&

!

1

!

粉尘螨
$1; ;(;$ )%-) 1&$ 0&(-- %&%(

屋尘螨
$1$ ;(;; )%-) 1&%

小虾
(; ;(/$ )%-) $&)

表
/

!!

中青年组患者主要过敏原分布情况

过敏原
阳性

$

%

&

阴性

$

%

&

合计
阳性百

分比$

W

&

!

1

!

粉尘螨
'0$ $;0;$ $;-(1 1&1 1&1$; %&''

屋尘螨
'$0 $;;-/ $;-(1 1&%

蟑螂
'%) $;0/) $;-(1 1&%

表
(

!!

老年组患者主要过敏原分布情况

过敏原
阳性

$

%

&

阴性

$

%

&

合计
阳性百

分比$

W

&

!

1

!

粉尘螨
'/ 1$0) 1$/0 $&- 1&0)1 %&'1

屋尘螨
'/ 1$0) 1$/0 $&-

红辣椒
1- 1$;- 1$/0 $&1

G

!

讨
!!

论

慢性荨麻疹在临床上十分常见#但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

清楚#治疗以对症为主#病情容易反复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

;

(

*与免疫反应有关的慢性荨麻疹主要是由于过敏原经

食物)吸入等途径进入人体后引起相应异性免疫球蛋白
=

$

6

M

=

&抗体产生#从而引起变态反应'

)

(

*皮肤点刺试验始于

$(%(

年#主要针对
6

M

=

介导的
)

型变态反应#对于免疫反应性

的慢性荨麻疹的诊断)预防及治疗有重要价值'

-

(

*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慢性荨麻疹约占本科全年门诊量的
$

"

;

左右#大多数患者

愿意接受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本科给予每个患者建立病情档

案#包括详细病史)体征)过敏原阳性记录以及过敏原特异性免

疫治疗记录#初步做到慢性荨麻疹的个体化治疗以及治疗与患

者教育相结合的综合管理#并试图建立成都地区慢性荨麻疹的

慢性病管理数据库#有针对性的制订该地区慢性荨麻疹的诊

断)预防及治疗规范*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吸入组过敏明显高于食物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这与以往内陆地区的过敏原检测报

道'

/

(结果一致#而与沿海地区报道相反'

(

(

#可能与沿海地区常

食海鲜类有关*特殊的是#本次研究吸入组中蟑螂过敏检出率

较高#仅次于粉尘螨与屋尘螨#许多报道'

$%.$$

(

#尤其是北方地

区#并未对蟑螂过敏原进行检测#因而报道得较少*但是此次

结果与成都地区的过敏原报道结果一致#黄晶玉等'

$1

(

1%$0

年

对
$-$(

例过敏原点刺结果分析#发现蟑螂仅次于粉尘螨)屋

尘螨#位于第
'

位*

对于该地区的慢性荨麻疹的管理措施#应以除螨)除虫为

重点*尘螨广泛存在于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尤其是棉絮)被褥#

尘螨中的活螨)死螨)螨的蜕皮甚至其排泄物均有强烈的抗原

性#有研究发现方便实用的拍打方法可有效控制尘螨孳生'

$'

(

#

如与定期暴晒结合#可明显减少床上尘螨孳生及室内螨变应原

水平*遗憾的是#目前研究表明尚无有效的完全避免接触螨过

敏原的方法'

$0

(

*许多学者建议针对尘螨过敏的患者进行过敏

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目前使用的包括皮下注射及舌下途径'

$;

(

#

大多数研究'

$).$-

(提示有较好疗效*由于慢性荨麻疹发病机制

的复杂性#一定要严格控制适应证#一般用于只是尘螨过敏的

)

型变态反应性慢性荨麻疹的治疗*虽然过敏原特异性免疫

治疗对单纯尘螨过敏的患者非常安全有效#但此法在国内外均

并未得到充分应用'

$/

(

#尤以国内为著#估计和经济条件及患者

认识度不够有关*成都地区气候宜人#湿度较大#而蟑螂最喜

欢在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和多缝隙的场所栖居#所以蟑螂的繁

殖非常旺盛*对于大多数慢性荨麻疹患者#建议彻底清理垃圾

和不用的物品#特别是家中的旧书报纸和杂志#定期检查家具

下面和后面#以及假天花)气槽和电线槽等隐蔽处#定期用杀虫

剂杀虫#同时消灭蟑螂残骸#卵鞘一定要捏碎清除*

食物过敏主要以虾)蟹等海产品为主#这也与许多报道结

果一致*所以对慢性荨麻疹患者一般饮食指导包括禁食海鲜

类#对于儿童)青少年#可以建议通过食用某一类海鲜后观察身

体反应后决定是否再次食用*本研究在男性及
)%

岁以上老年

人群#红辣椒过敏的比例不低#四川地区潮湿#喜辣是长期的生

活习惯#在慢性荨麻疹患者的管理中#建议尽量少食辛辣食品

是有依据的*也有许多学者对严格饮食限制不推荐#尤其是生

长发育期的儿童#建议配合食物激发试验及生活日记等方式进

一步证实#避免影响生长发育障碍#所以建议在临床工作中应

结合过敏原点刺试验结果以及患者具体生活情况观察给予患

者生活指导#实行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个体化治疗#并加强患

者教育#纳入该地慢性病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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