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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螨皮试与儿童呼吸道疾病关系的探讨

王金龙 ,徐耀 ,吴本静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浙江 嘉善 　314100)

　　[摘 　要 ] 　目的 　探讨尘螨与儿童呼吸道疾病的关系。方法 　用 1∶100 尘螨浸液每例0. 1 ml 挑刺儿童前臂

皮肤 ,20 min 后观察皮肤反应 ,皮肤风团 ≥5 mm 为阳性。结果 　检查的 2 816 名儿童尘螨皮试阳性 571 例 ,阳性

率为20. 27 % ,不同年龄组阳性率在18. 24 %～21. 02 %之间 ,经统计学检验 ,χ2 = 1. 04 , P > 0. 05 ,各年龄组无显著

性差异 ;男性阳性率为20. 64 % ,女性阳性率为18. 09 % ;经统计学检验 ,χ2 = 3. 62 , P > 0. 05 ,性别间无显著性差异 ;

尘螨皮试阳性反应组和阴性反应组 2 组人群之间 ,在慢性干咳 ,支气管哮喘和反复呼吸道感染患病率上 ,经统计学

检验 ,χ2 分别为27. 70 ,114. 41 ,182. 55 ,均 P < 0. 01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结论 　尘螨过敏与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

关系密切 ,及早采取防治措施 ,对防治儿童呼吸道疾病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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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螨普遍存在于人类居住场所的尘埃中 ,是一

种强烈的过敏原。为了促进儿童保健工作 ,为提高

儿童体质提供科学依据 ,我们对 2 816 名儿童进行

了尘螨过敏检查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全部病例来自 1995 年 5 月～1997 年 5 月我院

儿科门诊儿童 ,年龄 2 岁半～12 岁 ,男 1 744 名 ,女

1 072名。

1 . 2 　方法

应用 1∶100 尘螨浸液 (皮试液) ,采用皮肤挑刺

方法 ,即在检查对象前臂屈面皮肤消毒后 ,滴上尘螨

浸液 1 小滴 ,约0. 1 ml ,然后用消毒针挑刺皮肤 ,以

不出血为度 ,20 min 后观察皮肤反应 ,测量皮肤风

团 ≥5 mm 为阳性。

2 　结果

　　在 2 816 名儿童中 ,571 名呈阳性反应 ,阳性率

为20. 27 % ,其中不同年龄组阳性率在18. 24 %～

21. 02 %之间 ,经统计学检验 ,χ2 = 1. 04 , P > 0. 05 ,

各年龄组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 , 男性阳性率为

20. 64 % ,女性阳性率为18. 09 % ,经统计学检验 ,χ2

= 3. 62 , P > 0. 05 ,性别之间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

尘螨皮试阳性且伴呼吸道疾病者 257 例。尘螨

皮试结果与儿童呼吸道疾病的关系见表 1。表明在

慢性干咳 ,支气管哮喘和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中 ,尘

螨皮试阳性的小儿患病率明显高于皮试阴性者 ,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表 1 　尘螨皮试结果与呼吸道疾病的关系 　例 ( %)

皮试结果 例数 慢性干咳 支气管哮喘 反复呼吸道感染

阳性 257 38 (6. 63) 55 (9. 63) 164 (28. 72)

阴性 2 245 52 (2. 31) 27 (1. 20) 171 (7. 61)

χ2 20. 70 114. 41 182. 55

P < 0. 01 < 0. 01 < 0. 01

3 　讨论

　　尘螨浸液皮肤排刺试验是用来检测体内尘螨特

异性 IgE ,是一种简便、快速、有效的常用方法。本

组检查中发现 ,在不同年龄组和性别之间 ,阳性率无

显著性差异。2 816 名儿童总阳性率为20. 27 % ,说

明儿童对尘螨过敏较普遍。尘螨主要孳生于卧室内

的枕头 ,褥被 ,软垫和家具中 ,还可在面粉厂 ,棉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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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食品仓库 ,中药仓库等地面大量孳生[1 ] 。因此 ,

保持室内清洁和干燥 ,灭活衣被、软垫上的尘螨 ,尽

可能避免接触过敏原 ,是儿童保健的重要内容。

本组检查尘螨皮试呈阳性反应有 571 名儿童 ,

无反应者为 2 245 名。这 2 组人群之间 ,慢性干咳、

支气管哮喘和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患者 ,尘螨阳性率

明显较高。因此 ,在防治常见儿童呼吸道疾病的同

时 ,不能忽视防治儿童尘螨这一因素。据报道 ,尘螨

过敏者最易患过敏性哮喘 ,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湿疹

等疾病[2 ] 。因此 ,对尘螨过敏的儿童 ,及早采取防

治措施 ,如尘螨脱敏疗法 ,加强环境卫生 ,减少接触

尘螨污染的物品等 ,对防治儿童呼吸道疾病有积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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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葡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 (简称 SSSS) 是多

见于婴幼儿的感染性疾病 ,本组 9 例病人男 5 例 ,女

4 例。年龄 7 个月～4 岁 ,其中 7 个月 1 例 ,1. 5～

2. 5岁 4 例 ,3～4 岁 4 例。全部病人有发热和皮疹 ,

体温在37. 5～39 ℃之间 ,皮疹表现为面部、躯干和四

肢皮肤弥漫性潮红及散在大小不等的疱疹 ,眼和口

周皮肤并有糜烂和放射状皲裂 ,触痛明显 ,尼氏征阳

性。恢复期皮肤呈皮糠样脱屑及结痂。眼睑浮肿 4

例 ,眼部分泌物增多 3 例。均有咽部充血。扁桃体

肿大 7 例 ,其中 3 例有脓栓。血培养 8 例 ,其中 2 例

培养出金葡菌 ,眼分泌物培养 2 例为金葡菌 ,咽分泌

物培养 4 例 ,其中 3 例为金葡菌 ,皮疹液分泌物培养

2 例为金葡菌。药敏示对先锋霉素 V、庆大霉素、丁

胺卡那霉素、先锋必、菌必治、白霉素、复方新诺明

敏感。

6 例病人给予头孢类抗生素、3 例给予红霉素并

庆大霉素或丁胺卡那霉素 ,8 例病人给予地塞米松

每日0. 3 mg/ kg ,局部给于 2 %的硼酸湿敷及对症处

理。用药后体温于 1～7 d 降至正常 ,平均住院 10

d ,均痊愈出院 ,病程 7～10 d 不等。

金葡菌在自然界、人类皮肤和粘膜处广泛存在 ,

当外界环境改变和机体抵抗力降低、皮肤有浸渍现

象 ,细菌容易在皮肤上繁殖造成疾病。SSSS 系由凝

固酶阳性噬菌体 Ⅱ组的金葡菌 (71 型) 引起 ,金葡菌

产生的表皮松解毒素引起表皮颗粒层细胞松解和

坏死。

本病皮疹特点为口周、眼周、鼻周出现红斑并迅

速蔓延全身 ,呈松弛性大疱 ,轻摩擦表皮即大片剥

脱 ,而发展为少量渗液的糜烂面即尼氏征 ( + ) ,且多

伴皮肤触痛。咽、眼、皮疹分泌物及血培养有金葡菌

更有助于诊断。本组 9 例病人均具上述特点。本组

年龄 7 个月～4 岁 ,说明本病好发于婴幼儿 ,原因是

婴幼儿对表皮松解毒素排泄缓慢 ,使血清中含量增

高而易发病。

本病对头孢类抗生素敏感 ,早期使用有效抗生

素 1～3 周痊愈。重症及治疗不及时可因发热、腹泻

及继发败血症或肺炎而死亡。对激素使用意见不

一 ,我们认为重症病人 ,短期应用可减轻症状、缩短

病程。
(本文编辑 :吉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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