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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儿童过敏性疾病吸入性过敏原状况及分布$为该地区儿童过敏性疾

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采用丹麦@Z]R@\SZZ公司提供的 !<种标准化变应原皮肤点刺液$对 $##=年 B月至

$#!!年 B月因各种过敏性疾病等原因就诊的来自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 <#A;例儿童进行吸入性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

'EN() /3(9N ,-E,$ U0D(% 结果%<#A; 例患儿中$吸入性 U0D阳性 !<=A 例$阳性率为 ""s<"[% 过敏原阳性率较高的

前 ; 位依次为屋尘螨 A#" 例'$=6#=[(&粉尘螨 B?< 例'$;6B![(&热带螨 ""# 例'!"6$=[(&艾蒿 $A$ 例'?6!"[(&

猫毛 $#" 例'=6=![(% i" 岁组&" 岁g组&B g!; 岁组 U0D阳性率依次为 $A6==[&"!6A;[&;A6=![$组间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8i#6#!($表现为随年龄增长 U0D阳性率增加% 男性 U0D阳性率较女性高'"B6BA[ FE<A6;#[$

8i#6#;(% 在各种不同的过敏性疾病中$以过敏性鼻炎患儿的 U0D阳性率最高$达 B$6"![$其次依次为支气管哮

喘'=$s$;[(&变态反应性皮肤病'";sA<[(&过敏性紫癜'<=6$A[(% 结论%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儿童过敏性疾病

吸入性过敏原以屋尘螨&粉尘螨&热带螨&艾蒿&猫毛等为主#U0D阳性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男性儿童 U0D阳性率

较女性高#在常见过敏性疾病中$以过敏性鼻炎患儿 U0D阳性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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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疾病是一种慢性变态反应性疾病$其发

生除了受遗传等因素影响外$过敏原既是疾病促发

的主要因素$又是诱发这类疾病反复发作及影响预

后的重要原因% 由于过敏原的种类繁多$所处地域

不同$过敏原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对一定地域儿童

过敏性疾病群体进行过敏原测定$以了解过敏原的

种类分布有一定意义%

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EN() /3(9N ,-E,$U0D(以其

痛苦小&安全&易操作&重复性好&与临床疾病相关性

好等优点$目前被公认是最好的检测过敏原的体内

试验方法!!R$"

%

本研究采用 U0D对西安及其周边地区<#A; 例

过敏性疾病患儿进行吸入性过敏原检测$探讨该地

区儿童常见过敏性疾病的吸入性过敏原种类$以及

过敏原分布特点$为本地区儿童过敏性疾病的临床

诊断&治疗及预防提供理论依据$现总结报告如下%

#A资料与方法

#6#A研究对象

选取 $##=年 B 月至 $#!! 年 B 月来我院儿科就

诊的因各种过敏性疾病及其相关疾病行 U0D检查的

患儿共 <#A; 例$均来自西安及其周边地区% 年龄

=个月至 !;岁$其中i"岁 ==<例$"岁g!""!例$B g

!;岁 ?A! 例#其中男 !?<A 例'=$6A$[($女 !!"B 例

'<B6!A[(% 疾病构成如下)咳嗽原因待查 !A#= 例

';A6;"[($支气管哮喘 ?;!例'<#6A<[($过敏性紫癜

!!<例'<6==[($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 例'<6A?[($

过敏性鼻炎 ;A例'!6AA[($其他 <B例'!6$#[(%

#6!A方法

所有受试者均进行 U0D$其过敏原皮试液为丹

麦 @Z]R@\SZZ公司提供% 所选吸人性过敏原

!< 种$分别为)屋尘螨&热带螨&狗毛&猫毛&花粉
$

组&德国小蠊&粉尘螨&艾蒿&豚草&霉菌 ! 组&霉菌

" 组&树花粉&美洲大蠊% 用生理盐水作阴性对照$

组胺作阳性对照%

皮肤点刺部位为前臂屈侧$酒精消毒后$取上述

标准化的变应原试剂$在皮肤上每隔 !6; 9.进行一

种过敏原的点刺$利用一次性皮试针通过滴在皮肤

上的试液$轻快地刺破表皮$并用组胺液'! .L̂.Z(

作阳性对照$生理盐水作阴性对照$!; .()后观察结

果$同时注意患儿主观感觉$如胸闷&气急&出汗&搔

痒等症状%

#6&A结果判定

以过敏原皮试液所致丘疹面积与组胺阳性对照

所致丘疹面积之比$判断反应级别% 结果判断标准)

'!(变应原风团反应与阴性对照相同为阴性#'$(变

应原风团反应是组胺风团的 $ 倍或以上为 " _#

'<(变应原风团反应等于组胺风团为 < _#'"(变应

原风团反应为 ! $̂ 组胺风团为 $ _#';(变应原风团

反应为 ! "̂ 组胺风团 ' _(% 本研究以风团直径

' _(或以上判定为阳性$< _或以上者为强阳性%

#6$A统计学分析

用 U0UU !=6#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

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8i#6#;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结果

!6#A吸入性变应原阳性率

<#A; 例患儿中$ U0D阳性 !<=A 例$阳性率

""6<"[% 其中$吸人性过敏原出现阳性反应比例最

高的是屋尘螨'A#" 例$$=6#=[($其次为粉尘螨&热

带螨&艾蒿&猫毛等$见表 !%

表 #A&"GB 例患儿 #& 种过敏原的阳性率A

!例'[("

过敏原 阳性

屋尘螨 A#"'$=6#=(

粉尘螨 B?<'$;6B!(

热带螨 ""#'!"6$=(

艾蒿 $A$'?6!"(

猫毛 $#"'=6=!(

狗毛 !?!'=6!?(

美洲大蠊 !=?';6"A(

霉菌O组 !=;';6<;(

德国小蠊 !"='"6B<(

豚草 !!#'<6;B(

花粉O4组 !#"'<6<B(

霉菌O4组 A$'$6==(

树花粉 BA'$6;<(

!6!A不同性别及年龄患儿吸入性变应原阳性率

!?<A 例男性患儿中$U0D阳性 ?$= 例$阳性率

"B6BA[#!!"B 例女性患儿中$U0D阳性 ""$ 例$阳性

率 <A6;"[$男性患儿阳性率较女性患儿高'

!

$

m

"6#$$8i#6#;(% i"岁组 ==< 例患儿有 !?# 例 U0D

阳性 '阳性率$A6==[($" 岁 g组 !""! 例患儿有

=#<例阳性'阳性率 "!6A;[(&B g!;岁组 ?A!例患儿

有 ;B;例阳性'阳性率 ;A6=![($各年龄组间 U0D阳

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mB<6=<$8i#6#!($

表现为随年龄增长阳性率增加%

!D&A吸入性R>Y在各种过敏性疾病中的阳性率

各种过敏性疾病中$以过敏性鼻炎患儿的 U0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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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最高$达到B$6"![$其次为支气管哮喘&变态

反应性皮肤病&过敏性紫癜&咳嗽原因待查及其他疾

病$见表 $%

!D$A不同疾病患儿吸入性R>Y阳性过敏原种类比较

其中以支气管哮喘患儿 " 种及以上过敏原阳性

率最高$达到了 <<6![$与其他疾病患儿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m<"6<=$8i#6#!(#其他几种疾

病间单种或同时多种过敏原吸入性 U0D阳性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 !A各种疾病吸入性R>Y阳性率比较A

!例'[("

诊断 例数 阳性

过敏性鼻炎 ;A "$'B$6"!(

支气管哮喘 ?;! ;?$'=$6$;(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 ;;'";6A<(

过敏性紫癜 !!< "!'<=6$A(

咳嗽原因待查 !A#= =$?'<"6A<(

其他 <B ?'$"6<$(

表 &A不同疾病患儿单种或同时多种过敏原吸入性R>Y阳性比较A

!例'[("

诊断 阳性例数 ! 种过敏原阳性率 $ 种过敏原阳性率 < 种过敏原阳性率 " 种及以上过敏原阳性率

过敏性鼻炎 "$ $!6" $!6" <A6! !?6!

支气管哮喘 ;?$ !;6" $;6A $;6B <<6!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 $!6A $<6= <#6? $<6=

过敏性紫癜 "! $=6A $?6< $$6# $$6#

咳嗽原因待查 =$? $"6! <"6< $<6" !A6;

其他 ? $$6$ ""6" <<6< #

&A讨论

过敏性疾病的诊断包括非特异性诊断和特异性

诊断$非特异性诊断即常规疾病诊断$特异性诊断是

进一步明确病因$即明确致敏变应原% 明确致敏变

应原对于过敏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非常重要$对于

儿童还有助于预测疾病的自然进程% 过敏性疾病的

特异性诊断方法有体内试验和体外试验% 其中$

U0D是一种简便&快捷&安全&特异性高$并可以同时

进行数十种过敏原点刺测定的体内试验% 本组

<#A; 例患儿除少数患儿局部有轻度疼痛外$未出现

! 例过敏及其他不良反应$最小年龄为 = 个月% 进

行 U0D时要注意仔细询问患儿近期用药情况$要求

皮试前 < 1 停服抗组胺药&

'

$ 受体激动剂&以及含

抗组胺药的感冒药$! 周前停用全身用糖皮质激素$

否则可能会出现假阴性结果% 另外$皮试前准备好

抢救药物$备 !p!### 的肾上腺素&注射器等$防止发

生意外% 对于该试验的应用年龄$理论上讲任何年

龄均可以$但大多数文献主张年龄尽量大于 ; 岁$原

因是年龄小存在配合以及一侧手臂面积小不能满足

试验所需等问题% 本研究对于年龄小的患儿分两侧

手臂进行试验$结果证明可以很好地完成本试验%

国内李芳等!<"报道北京地区儿童过敏性疾病吸

入性 U0D阳性率为 ""6<"[$樊映红等!""报道四川成

都地区儿童过敏性疾病吸入性 U0D阳性率 ;A6B[$

上海地区!;"儿童过敏性疾病吸入性 U0D阳性率高达

B;6"[$成人高达 A=6?[$潘晓玲等!="报道安徽芜湖

地区儿童和成人过敏性疾病吸入性 U0D阳性率为

BA[% 从不同作者研究结果来看$不同地区吸入性

U0D阳性率存在一定区别$说明儿童过敏性疾病存在

地区差异$总体南方较北方阳性率高% 本组 <#A; 例

过敏性疾病患儿$吸入性 U0D阳性!<=A 例$阳性率

为 ""6<"[$除北京地区外$较其他地区报道的阳性

率低% 原因分析)本研究所测过敏原种类为 !< 种$

较其他研究机构种类少$所以阳性率略低#西安地处

我国西北地区$没有南方潮湿$过敏性疾病总体发生

率不如南方地区高#本研究小年龄组患儿较多$特别

是 < 岁以下儿童处于体液免疫发育过程中$产生过

敏原特异性OLS的 \淋巴细胞尚未完全发育成熟$

不排除存在假阴性的可能% 本研究显示$吸入性过

敏原阳性率较高的前 ; 位依次为屋尘螨&粉尘螨&热

带螨&艾蒿&猫毛$而文献报道海南地区依次为屋尘

螨&粉尘螨&热带螨&德国小蠊&狗毛!B"

$安徽芜湖地

区!="和成都地区!""均为粉尘螨&屋尘螨&热带螨&德

国小蠊&美洲大蠊$北京地区为屋尘螨&粉尘螨&真菌

"

&杂草&动物毛
"

!<"

% 从国内不同地区的报道显

示$国内各地过敏原阳性率最高的均为螨$其中的屋

尘螨或粉尘螨在所有地区均排在第 ! 位!<RA"

$北京地

区热带螨并不是常见过敏原!<"

% 本研究结果显示$艾

蒿成为西安地区最常见的过敏原之一$排在第 " 位$

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差别% 在西安地区$艾蒿普遍

生长于路旁荒野&草地$又有-端午插艾.的习俗$许

多家庭的大门或窗户上常年插艾蒿$夏天常常以燃

艾蒿驱蚊蝇&虫蚁$也盛行艾灸治病$这些可能是艾

蒿成为西安及周围地区仅次于螨虫成为最长见的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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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原的原因%

本研究显示$吸入性 U0D以过敏性鼻炎患儿的

阳性率最高$达到 B$6"![$依次为支气管哮喘

'=$6$;[(&变态反应性皮肤病'";6A<[(&过敏性

紫癜'<=6$A[(&咳嗽原因待查'<"6A<[(% 其中$

支气管哮喘和咳嗽原因待查总病例数达 $B;B 例'占

总例数的 A?6<B[($是目前过敏性疾病的主要类

型% 尤其是咳嗽原因待查患儿$这部分患儿大多长

期因反复咳嗽&长期应用抗生素进行治疗$不能不引

起医生的关注% 因此$强烈建议$对于长期不明原因

的咳嗽患儿一定要考虑过敏因素$及时进行吸入性

U0D检测$必要时进行抗过敏治疗%

吸入性过敏原测定在儿童过敏性鼻炎&支气管

哮喘&过敏性紫癜&变态反应性皮肤病&慢性咳嗽等

疾病中都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哪种过敏性疾病$吸

入性过敏原多以屋尘螨&粉尘螨&热带螨&德国小蠊&

美洲大蠊&动物皮毛等为主$西安地区还要重视艾蒿

是该地区的主要过敏原% 因此$要重视居室环境的

清洁$尽量不用地毯&不养宠物$室内保持通风&干

燥$以减少和防止室内尘螨生长%

本研究对各个年龄段儿童变应原阳性率进行分

析$发现吸入变应原阳性率随年龄增加呈缓慢上升

趋势$这与国内曾迎红等!?"报道的长沙地区儿童变

态反应性疾病的过敏原状况调查分析结果一致%

< 岁以下儿童吸入性 U0D阳性率偏低$原因可能是

该年龄段患儿处于体液免疫发育过程中$产生过敏

原特异性OLS的\淋巴细胞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因

此$吸入性 U0D阳性率不高!!#"

$不排除有假阴性的

可能%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各年龄段过敏性疾病患

儿变应原阳性结果$其中吸入变应原阳性率随年龄

增加而增加$说明随年龄增长$免疫机制的逐步完善

是变应原出现阳性率逐渐增加的原因之一%

过敏性疾病变应原 U0D阳性率是否存在性别

差异$目前尚无定论$有文献报道不同性别过敏性疾

病患儿变应原 U0D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

本研究和陈实等!B"的研究显示男性患儿 U0D阳性

率较女性高$原因可能为以下三点)'!(过敏原的 O

型变态反应存在性别差异!B"

#'$(两性性激素的不

同造成的$但机制不清!!$"

#'<(女性对声音&情绪&气

味等各种可能的危险性刺激因子敏感性较高$易于

激惹$过敏原更加多样化$而本研究所测过敏原仅为

!< 种$女性阳性率检出率相对较低!!<"

%

本研究表明西安地区支气管哮喘吸入性 U0D

检查阳性率为 =$6$;[$其中$同一患儿 " 种及以上

过敏原阳性达 <<6![$与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紫癜&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及慢性咳嗽等患儿比较$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 提示支气管哮喘患儿与其他过敏性

疾病患儿比较$更容易同时对多种变应原致敏$这种

现象是否为其难治的原因之一$还需要大样本&多中

心&随机对照研究% 国内的丁国标等!!""曾报道九江

地区支气管哮喘吸入性 U0D检查阳性率为 AA6#[$

其中同一患儿 "种及以上过敏原阳性率高达 =!6"[%

总之$U0D是目前常用的评价过敏性疾病患者

过敏状态的常用方法$ 具有操作简便&安全$结果准

确$阳性率高$患儿痛苦少$易接受及全身不良反应

少等优点$对儿童过敏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预防

及特异性免疫治疗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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