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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目的
!

近年来婴幼儿哮喘发病率逐渐增加&与环境因素$过敏原%有密切关系'该文探讨过敏原检

测系统$

&80

系统%中吸入性过敏原过筛
0'21(2,+

/

试验和食物过敏原过筛
@A?B

试验在婴幼儿哮喘的病因诊断中

的价值'方法
!

对
!%

例婴幼儿哮喘应用荧光酶联免疫&行
0'21(2,+

/

试验和
@A?B

试验并与传统的过敏原诊断方

法皮肤试验相比较'结果
!!

过敏因素是婴幼儿哮喘的一个重要因素&有
"%6?C

患儿血清
@A?B

阳性&有
;%6#C

患儿血清
0'21(2,+

/

阳性#

"

0'21(2,+

/

的阳性率为
!$6"C

&皮肤点刺试验阳性率
;D6#C

&经
#

#检验&两种方法的

阳性率差异有显著性$

#

#

E"6!?

&

!

"

$6$?

%#

$

婴幼儿哮喘患儿中食物
F

:

B

的阳性率比吸入
F

:

B

的阳性率更高'

结论
!

过敏因素是婴幼儿哮喘的一个重要因素#婴幼儿哮喘患儿中食物过敏情况比吸入物过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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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和
@A?B

试验是一项简便*可靠的过敏原过筛试验'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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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项流行病学研究不断报道哮喘发生

率逐渐上升&环境因素已被认为是决定性的重要因

素'在哮喘的环境相关危险因素中&过敏原阳性被

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婴幼儿哮喘应用可靠

的过筛试验&明确过敏原&对治疗非常重要'为评价

瑞典
0'23.2J(2

公司研制的过敏原检测系统$

&80

系统%在婴幼儿哮喘中的应用&我们对
!%

例婴幼儿

哮喘的患儿进行了
&80

系统的吸入性过敏原过筛

0'21(2,+

/

试验和食物过敏原过筛
@A?B

试验并与

传统的过敏原诊断方法皮肤试验相比较&现报告如

下'

(

!

对象和方法

(6(

!

对象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我院哮喘

中心门诊及儿科住院的*确诊为婴幼儿哮喘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6>

岁&临床诊断标

准参照文献!

>

"

&主要符合(

!

喘息发作
#

;

次#

"

发

作时双肺闻及呼气相哮鸣音'

(6!

!

方法

空腹采静脉血约
#.5

并分离血清&将血清样

本*参照血清分别加入已包被有变应原的反应杯中&

经孵育*洗涤后加入酶标记抗人
F

:

B

抗体&再孵育即

形成变应原
K

特异性
F

:

BK

酶标记抗体复合物&再加荧

光底物发色'

(6%

!

仪器

0'23.2J(2&80L

M

N,-.@BO8

酶系统荧光检

测仪&包括
.2N,-3

*

&80

抗体*自动冲洗仪*荧光检

测器*阅读板及
&80

移动器'

(6#

!

试剂

均由瑞典
0'23.2J(2

公司提供'

(6)

!

结果判断

!

0'21(2,+

/

的固相载体
&80

内包被有
=?C

的空气中常见的吸入过敏原'

@A?B

用含有
!

种最

经常过敏的食物$鸡蛋白*牛奶*鱼*小麦*花生*黄

豆%的混合抗原进行常见食物过敏的筛查&两种过筛

试验为定性试验&结果用阳性或阴性表示#

"

NF

:

B

检测结果为定量试验&按照
PQR

制定的检测
NF

:

B

的
D?

+

?$#

标准进行定量&其浓度进行
$<

%

分级&

按说明书&

$

级为阴性&

&

<

%

为阳性'

N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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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98

+

O

%分级(

$

级
"

$6;?

&

&

级
$6;?

'

&

(

级
$6D

'

&

)

级

;6?

'

&

*

级
>D6?

'

&

+

?$

'

&

%

级
>$$

'

'

$

级至
%

级代表其浓度分别为(未检出*低水平*中等*较高*

明显高*甚高*极高'

(6$

!

皮肤过敏原试验

选择螨虫混合组*花粉混合组*真菌混合组*屋

尘混合组等进行点刺皮试&

>

项以上阳性者为皮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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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操作方法按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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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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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比较用卡方检验&

!

"

$6$?

认为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

!

!

结果

!6(

!

婴幼儿哮喘与过敏因素的相关性

!%

例患儿中筛查出
@A?B

阳性为
;;

例&占

"%6?C

#

;;

例血清
@A?B

阳性行
NF

:

B

检测&结果
)

级以上
##

例&占
!!6DC

#筛查出
0'21(2,+

/

阳性
#!

例&占
;%6#C

'

#!

例
0'21(2,+

/

阳性的患儿中尘螨

阳性
##

例&占
%"6!C

'

!6!

!

0'21(2,+

/

试验与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阳性率

的比较

!%

例婴幼儿哮喘中随机抽取
";

例婴幼儿哮喘

患儿同时行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结果
0'21(2,+

/

试验&阳性率为
!$6"C

$

#!

+

";

%&皮肤过敏原皮试&

阳性率为
;D6#C

$

>!

+

";

%&经
#

#检验两种方法的阳

性率差异有显著意义$

#

#

E"6!?

&

!

"

$6$?

%'

!6%

!

@A)B

阳性患儿与
0'21(2,+

/

阳性患儿数比较

@A?B

阳性患儿多于
0'21(2,+

/

阳性患儿&经配对

卡方检验差异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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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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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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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儿数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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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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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儿数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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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儿数$

C

%阴性患儿数$

C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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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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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
>#

$

>D6!

%

#;

$

;;6%

%

;?

$

?>6?

%

合计
#!

$

;%6#

%

"#

$

!>6%

%

!%

$

>$$

%

%

!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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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

/

的固相载体
&80

内包被有
=?C

的

空气中常见的吸入过敏原!

;

"

'如果患儿对常见的空

气中过敏原过敏&血清中含特异性
F

:

B

$

NF

:

B

%&

0'K

21(2,+

/

将显示阳性'

@A?B

是用含有
!

种最经常过

敏的食物$鸡蛋白*牛奶*鱼*小麦*花生*黄豆%的混

合抗原进行常见食物过敏的筛查'本研究表明&过

敏因素是婴幼儿哮喘的一个重要因素&有
"%6?C

患

儿血清
@A?B

阳性&

;%6#C

患儿血清
0'21(2,+

/

阳

性'因此&

&80

系统的过筛试验在婴幼儿哮喘过敏

原检测中起重要的作用'

婴幼儿哮喘中&食物过敏情况比吸入物过敏更

重要&本研究表明
@A?B

试验阳性多于
0'21(2,+

/

试

验阳性&虽然食物过敏很少引起哮喘发作&但可能引

起气管反应性增高!

"

"

'

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虽然价格低*特异性较高&

但在婴幼儿中例外&

#

岁以下的婴幼儿虽然皮肤试

验阳性&但风团较应该出现的小&这些可能是因为婴

幼儿缺乏皮肤的反应性!

?

"

&同时皮肤试验对婴幼儿

来说比较痛苦&同时查多种过敏原很困难'在
";

例

婴幼儿哮喘患儿中&

0'21(2,+

/

试验的阳性率明显高

于皮肤过敏原试验的阳性率&两种方法的阳性率差

异有显著性$

#

#

E"6!?

&

!

"

$6$?

%'我们采用了血

清学检查&全自动
&80

过敏原检测系统是目前世界

范围广泛应用并公认较为可靠的体外检测系统&对

婴幼儿哮喘的患儿来说&用
0'21(2,+

/

检测与以往

的皮肤过敏原试验相比&它是一项简便*可靠的过敏

原过筛试验&

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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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的患儿应进一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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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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