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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症患者伴发口腔过敏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王晓艳!李晓荣!庄
!

严!石海云!王学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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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花粉症患者伴发口腔过敏综合征"

[>F

$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方法
!

('$

例花粉

症患者纳入研究!接受面对面问卷调查并进行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

FLE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花粉症患者

中
[>F

发病率为
(:4&R

"

$#

#

('$

$%

[>F

组出现呼吸道症状的概率显著高于非
[>F

组"

&&4"RKE4!#4!R

!

!d'4''$

$!

[>F

组由鼻部进展为眼部症状的平均年限为"

'4;;i'4($

$年!显著低于非
[>F

组*"

!4$:i'4&$

$

年!

!d'4'&:

+%

[>F

组生活质量评分为"

&4$<i'4!(

$分!显著高于非
[>F

组*"

&4!"i'4'#

$分!

!d'4'':

+%

[>F

组共自报
!!!

次食物过敏原%最常见的致敏食物依次为苹果"

($4(R

$&桃子"

!:4!R

$%结论
!

[>F

患者

更易出现呼吸道受累!生活质量更易受到影响%

#关键词$

!

鼻炎!变应性!季节性'口腔过敏综合征'食物过敏'危险因素'疾病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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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过敏是一组由空气中气传花粉颗粒接触或

进入机体后诱发的过敏反应#称为花粉症或花粉

病(

!

)

$花粉症的疾病谱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

炎%哮喘%过敏性皮肤病%食物过敏等#严重者可诱发

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在世界范围内#花粉症的发

病率高达
!'R

"

<'R

#任何植被覆盖地区均可受到

波及(

!

)

$

口腔过敏综合征!

6A,.,..@A

BC

9

C

17A6+@

#

[>F

"是

一种特殊的食物过敏反应#指花粉症患者在进食某些

新鲜水果或蔬菜后出现的口腔过敏症状#又称为花粉
*

食物 过 敏 综 合 征 !

H

6..@1T667,..@A

BC

9

C

17A6+@

#

LU>F

"

(

(

)

$据报道#

[>F

可发生于
!'R

"

:'R

的花

粉症患者中#主要症状包括唇%舌%口腔黏膜的瘙

痒(

&

)

$严重者可出现呕吐%腹泻%支气管哮喘%全身泛

发性风团等$

[>F

的发生机制是由于过敏原组分结

构的类似而引起的交叉过敏反应(

<

)

$其诊断主要依

赖病史和过敏原检测#由于致敏食物种类繁多且多为

一过性#因此可靠的病史在诊断中尤为重要(

(

)

$本研

究拟对
[>F

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花粉症患者伴发
[>F

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北京市医管局青苗计划!

('!;̀ YW':'(

",北京市医管局科研培育项目!

L_('!:'('

",北京市科技委员会重大课题

!

b!#!!''''$!#''#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

"$

!

作者简介&王晓艳!

!";(

-"#副主任医师#博士#主要从事

过敏性疾病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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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

!'

月本院变态反

应科就诊的
('$

例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皮肤点刺试

验!

9S-1

H

A-5S0@90

#

FLE

"#结合病史%体征确诊为花粉

症$所有患者均接受
[>F

问卷调查$同时#

[>F

患

者自报食物过敏也被记录并分析$花粉症患者的诊

断基于可靠的病史%

FLE

阳性和!或"血清
Q

B

)

抗体阳

性$

[>F

诊断基于病史%

FLE

或开放性食物激发试

验阳性$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男女比为

!4''g!4(<

#平均年龄!

&"4"!i!<4;&

"岁#根据是否

为
[>F

分为
[>F

组和非
[>F

组$

!4"

!

方法

!4"4!

!

FLE

检测
!

包括尘螨%霉菌%动物毛%树木'杂

草花粉$其中#花粉点刺液包括圆柏%杨树%柳树%槐

树%桦树%梧桐%洋白蜡%榆树%豚草%草%灰藜草%大

籽蒿%玉米花粉%向日葵%银杏%油菜花$点刺液来自

北京协和新华联药业有限公司$组胺作为阳性对照#

生理盐水作为阴性对照$行
FLE!$+-1

后进行结果

判读#以点刺部位的风团及红斑大小为判断标准$当

风团大于或等于
&++

时判断为阳性$所有患者均出

现至少
!

种花粉点刺变应原阳性$

!4"4"

!

[>F

问卷
!

问卷内容包括相关疾病发病年

龄%病程%伴随症状%家族史%生活质量评分%平均就诊

时间%是否接受特异性免疫治疗$花粉症相关疾病被

定义为以下受累系统或器官&鼻部%眼部%咽部%耳部%

呼吸道%皮肤$生活质量评分采用
!

"

$

分制#分值越

高#表明患者生活质量越差$

!4#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LFF(&4'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6iE

表示#比较采用
C

检验,计数资料

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

花粉症患者中
[>F

组患者有
$#

例#平均发病年龄为!

<'4$<i(4(!

"岁#

非
[>F

组有
!<"

例#平均年龄为!

&"4:#i!4!#

"岁#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4:&;

"#见表
!

$

表
!

!!

两组临床特征比较#

3

%

R

&$

项目
[>F

组!

3d$#

" 非
[>F

组!

3d!<"

"

!

性别
'4'$&

!

男
!"

!

('4:

"

:&

!

:"4<

"

!

女
&:

!

&(4:

"

:#

!

#:4&

"

年龄!岁"

'4(&(

!#

!; :

!

&;4"

"

!!

!

#!4!

"

!%

!; <;

!

($4;

"

!&;

!

:<4(

"

家族史
&'

!

$&4#

"

##

!

<<4&

"

'4(&#

全身伴随症状
!'

!

!:4"

"

!<

!

"4<

"

'4'"&

常年症状
&

!

$4<

"

!'

!

#4:

"

'4:(&

滥用抗生素
!&

!

(&4(

"

($

!

!#4;

"

'4("!

"4"

!

花粉症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

花粉症患者生

活质量评分#

[>F

组为!

&4$<i'4!(

"分#显著高于非

[>F

组(!

&4!"i'4'#

"分#

!d'4'':

)$花粉症发病

后的平均就诊时间为!

<4##i'4&&

"年#

[>F

组和非

[>F

组 平 均就 诊时间比较差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4&#i'4#<

"年
KE4

!

<4<'i'4&"

"年#

!d'4"!;

)$

[>F

组接受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患者比例高于非
[>F

组!

<!4!RKE4(<4;R

#

!

$

'4'$

"$

"4#

!

两组患者不同系统受累的发病率比较
!

[>F

组

和非
[>F

组患者出现鼻部%眼部%咽部%耳部%皮肤症

状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见图

!

$但
[>F

组出现呼吸道症状的概率显著高于非

[>F

组!

&&4"RKE4!#4!R

#

!d'4''$

"#

[>F

组患者

患哮喘的风险为非
[>F

组的
!4&;

倍!

"$R"-

&

!4'<#

"

!4;(:

"$

!!

,

&

!

$

'4'$

图
!

!!

两组患者不同系统受累的发病率比较

"4$

!

患者全身伴随症状
!

花粉症患者全身伴随症状

包括发热%乏力%口干%失眠%头痛%严重过敏反应等#

发生率为
!!4;R

!

(<

'

('$

"$最常见的伴随症状为头

痛!

<4<R

"#其次为乏力!

(4"R

"#发热!

!4$R

"#口干

!

!4$R

"#仅
!

例!

'4$R

"患者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表
(

!!

两组疾病病程比较%

6iE

'年&

项目
[>F

组 非
[>F

组
R !

鼻部
:4"&i!4'' $4;&i'4<# <4#:# '4'&(

眼部
#4:'i!4'& <4';i'4&< "4;<$ '4''(

咽部
(4':i'4<( !4:#i'4&( '4("# '4$;:

耳部
!4<!i'4&& !4<'i'4(< '4''' '4";#

呼吸
'4$"i'4!< '4$<i'4!$ '4'&" '4;<$

皮肤
!4'(i'4<( '4<<i!4;( (4:<! '4'""

"4%

!

两组患者的疾病病程及进程比较
!

花粉症患者

的平均病程为!

#4<'i'4<<

"年#

[>F

组鼻部%眼部症

状的病程高于非
[>F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两组间其他受累系统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4'$

"$花粉症患者首先出现鼻部症状#

[>F

组由鼻部进展为眼部症状的平均年限为!

'4;;i

'4($

"年#显著低于非
[>F

组!

!

$

'4'$

"$其他受累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器官的进展年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

见表
(

%

&

$

"4&

!

[>F

组患者致敏食物类型
!

[>F

组患者均为

植物性来源食物致敏#共计自报
!!!

次食物过敏原$

最常见的致敏食物依次为苹果 !

($4(R

"%桃子

!

!:4!R

"%芒果!

;4!R

"%樱桃!

#4&R

"$而
$!4;R

的

[>F

组患者对
&

种以上食物过敏#

!"4#R

的患者对两

种食物过敏#仅
!(4$R

对
!

种食物过敏#见图
(

$

表
&

!!

两组患者各器官受累的进程%

6iE

'年&

项目
[>F

组 非
[>F

组
R !

眼部
'4;;i'4($ !4$:i'4&$ <4<& '4'&:

咽部
!4;(i'4$" !4"$i'4&; '4'!# '4;""

耳部
!4"!i'4#$ (4"'i'4<$ (4$!$ '4!!:

呼吸
#4!!i!4&$ <4';i'4;; (4<&" '4!(#

皮肤
<4!<i!4#! &4':i'4#: (4!#$ '4!<"

图
(

!!

[>F

组患者致敏食物及致敏类型

#

!

讨
!!

论

!!

[>F

最早由
>YW[E

在
!";:

年进行定义#至今

已
&'

余年(

$

)

$关于
[>F

的发病率#各个国家报道不

一$

)=QXFF[M

等(

#

)报道
:'R

的桦树花粉过敏患者

可伴有
[>F

#

('R

杂草花粉过敏患者伴有
[>F

$而

在一些花粉症更加高发的国家#如英国伦敦的一项研

究表明儿童
[>F

发病率可达
<;R

(

&

)

$在日本#

[>F

发病率可达
<'R

#瑞士为
($R

#而在法国则仅为
<R

#

在北美仅为
$R

(

:*;

)

$我国
[>F

的报道较为少见$本

研究中#

[>F

的发病率为
(:4&R

#而更为客观的
[>F

发病率需要基于人群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本研究显示
[>F

在女性中更为多发#与土耳其

的一项研究结论类似(

"

)

$该结论与过敏性疾病在女

性中占优势类似#与以往的食物过敏%哮喘等结论类

似$女性可能是
[>F

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

岁及

以下人群
[>F

发病率高于成人#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4'$

"#可能与该研究样本量较小有关$该结

论从另一方面提示
[>F

作为特殊的过敏反应#遵循

过敏性疾病发病在年龄和性别方面的发病倾向$

食物过敏患者由于饮食限制%营养缺乏#患者社

交受到影响#惧怕过敏反应发生#生活质量严重受到

影响(

!'

)

$本研究发现
[>F

组患者生活质量更差#并

因此倾向于寻求特异性免疫治疗#提示花粉症患者中

若出现食物过敏#则更易使患者日常生活受到波及#

更应引起医师注意$

本研究发现
[>F

组患者伴发哮喘的概率显著高

于非
[>F

组#与
WZJY>M

等(

&

)结论不一致#但与

G>WQFX>M)=

等(

"

)研究结果一致#而后者的研究发

现哮喘对
[>F

发病的风险为
(4;$

$该结果提示花粉

症早期出现食物过敏#患者出现哮喘的风险高于无食

物过敏者#与
E>=Q̀

等(

!!

)和
=[K)=EF

等(

!(

)结果

相似#提示食物过敏与哮喘之间联系紧密#但食物过

敏与哮喘间的因果关系仍待明确$

[>F

的致敏食物源广#多来自新鲜水果及蔬菜#

如苹果%桃%甜瓜%猕猴桃%樱桃%葡萄等(

&

#

!&

)

$本研究

中#苹果和桃子被证实为最常见的致敏食物#与其他

地区的结论类似$

[>F

的症状多局限于口腔#且由于

是
Q

B

)

介导的
&

型变态反应#可迅速消失$但是#由

于
[>F

致敏原与花粉间的强烈交叉过敏反应#部分

患者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甚至休克$本研究中#

!

例

患者!

!4:"R

"出现了休克症状$对花粉症患者来说#

伴有
[>F

者更易出现全身伴随症状#因此发生全身

严重过敏反应的风险显著增大#应引起警惕并做好相

应防范措施$目前#

[>F

的免疫学机制研究并不充

分$

P>[

等(

!<

)通过过敏原组分检测发现桦树花粉%

大豆%苹果过敏原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从分子诊断水

平提示了
[>F

的发病机制$

X[MJ[

等(

!$

)总结了诱

发
[>F

的主要过敏原组分#包括
K@0?!

%

>

H

-

B

!

%

N.

C

+<

%抑制蛋白%脂质转移蛋白%交叉反应抗原决定簇

等$进一步通过过敏原分子诊断技术来明确
[>F

发

病的免疫学基础#将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交叉过敏反

应#并寻求更好的特异性免疫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
[>F

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

素进行了总结分析#提示
[>F

相对于单纯花粉症患

者来讲#疾病进展更快#对患者影响更大#临床中应积

极应对$另外#根据研究团队历年花粉监测结果#纳

入研究人群的时间为
&

-

!'

月#若本研究纳入全年患

者#并扩大样本量#则将更为翔实%全面#对临床的指

导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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