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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临床研究

儿童食物不耐受临床分析

刘小娟　竺婷婷　曾蓉　常莉　李丰益　李文胜　江咏梅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　目的　探讨儿童对１４种食物不耐受情况的分布及与各系统疾病间的关系。方法　收集从２００９年
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进行食物不耐受检测的２４３４例儿童血清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中１４种食
物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Ｇ抗体。分析儿童对不同食物类别耐受程度的分布及其与年龄、性别以及系统疾病之间的关系。
结果　在１４种食物中，牛奶、鸡蛋不耐受阳性率较高，分别为７４．１６％和６６．４７％；鸡肉、猪肉不耐受阳性率较低，分
别为０．２９％和０．２１％。男女患儿间食物不耐受总项次阳性率分别为１２．５７９％和１２．４７０％。婴幼儿期不耐受率最
高为牛奶，学龄前期和学龄期为牛奶和鸡蛋，青春期为鸡蛋。儿童单系统不耐受分布中，患有发育异常或免疫系统

疾病的患儿食物不耐受总项次阳性率最高；同时涉及两个系统疾病患儿的食物不耐受总项次阳性率高达

１３．３９３％；且各类系统儿童对牛奶和鸡蛋的不耐受率较其他食物高。结论　儿童食物不耐受差异受多种因素影响，如食
物种类、年龄等；性别因素影响比较小。食物不耐受与多个系统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联系，其对儿童生长发育至关重要，

应该通过健康管理对儿童食物不耐受情况进行普查和研究。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１３，１５（７）：５５０－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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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食物的多样化，丰富的膳食
结构补充了儿童健康成长所需的多种营养物质，但

也导致了新的问题的产生———食物不耐受。研究显

示，食物不耐受在不同地区／国家、民族、性别、年龄
以及不同经济水平的人群中广泛发生，已成为全球

性的公共卫生问题［１３］。

食物不耐受是一种由非ＩｇＥ介导的复杂的变态
反应性疾病。当人体的免疫系统把进入人体的某种

或多种食物当作有害物质时，会针对这些物质产生

过度的保护性免疫反应，产生食物特异性ＩｇＧ抗体，
ＩｇＧ抗体与食物颗粒形成免疫复合物，可能引起所
有组织产生炎症反应，并表现为全身系统的症状和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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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２］。由于食物不耐受起病较隐匿，涉及的食物

较多，因此容易被忽视。但是，它给人们健康带来了

长期不良影响，尤其是对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构

成了极大威胁［２３］。本研究分析了我院２４３４名儿童
对１４种食物不耐受的检测结果，旨在引起人们对儿
童食物不耐受的重视，进而对儿童日常饮食规律进

行预防干预，改善其饮食习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我院行常

规儿童保健或因疾病就诊并进行食物不耐受检测的

儿童２４３４例为研究对象。按儿童不同成长阶段将
所有研究对象划分为５个年龄段［４］，分别为婴儿期

（＜１岁）、幼儿期（１岁 ～）、学龄前期（３岁 ～）、学
龄期（６岁～）和青春期（１２～＜１８岁），收集所有研
究对象的相关临床资料，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就诊

原因、临床症状及体征等。

１．２　检测方法
所有儿童空腹采集静脉血２ｍＬ于抗凝真空采

血管中，常温离心 ５ｍｉｎ，转速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收集血
清，采用酶联免疫方法（ＥＬＩＳＡ）检测人血清中１４种
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ＩｇＧ抗体，所需试剂盒由美国
ＢＩＯＭＥＲＩＣＡ公司提供。结果判断依据说明书规定的
ＩｇＧ水平分为４级，分别是阴性（＜０．０５Ｕ／Ｌ），轻度
敏感（＋级，０．０５Ｕ／Ｌ～），中度敏感（２＋级，０．１０～
０．２０Ｕ／Ｌ），重度敏感（３＋级，＞０．２０Ｕ／Ｌ）；最终以
ＩｇＧ水平阴性定为食物不耐受阴性，轻度、中度和重
度敏感均视为食物不耐受阳性。

１．３　儿童系统疾病分类
以儿童来我院就诊的目的以及进行食物不耐受

检测时出现的相关系统临床症状进行分类，分为儿

童保健、呼吸系统疾病、皮肤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

病、免疫系统疾病、发育异常、多系统疾病及其他。

其中，儿童保健主要针对儿童心理行为、儿童营养与

疾病、儿童生长发育等方面行常规检查；呼吸系统疾

病临床主要表现为支气管炎、呼吸道感染、反复咳

嗽、哮喘等；皮肤系统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皮疹、皮

炎、荨麻疹、湿疹等；消化系统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

呕吐、腹胀、长期腹泻、便秘、便血等；免疫系统疾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免疫

力低下等；发育异常临床主要表现为佝偻病、身高发

育迟缓、语言发育迟缓、运动落后等；多系统疾病指

的是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上述系统疾病；除了以上

可分类的儿童外，剩下的均归为“其他”中。

阳性率及总项次阳性率：阳性率指对某一种食

物的不耐受阳性率；总项次阳性率指某类儿童中，各

种食物不耐受阳性结果之和占该类儿童检测总项次

（人数×１４）的比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行正态性检验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年检测人数分别为 ３９８例、

６１３例、８５９例及５６４例（１～１０月）。所有患儿的平
均年龄为３．３±３．１岁，其中男童１４９４例，平均年龄
３．２±２．９岁，女童９４０例，平均年龄３．６±３．３岁；
女性年龄略高于男性（ｔ＝－３．７０７，Ｐ＜０．００１）。
２．２　不同性别儿童食物不耐受情况分布

共有２２１例（９．０８％）儿童对１４种食物均耐受，
其中男童１３７例（９．１７％），女童８４例（８．９４％），男
女儿童食物不耐受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３８，Ｐ＝０．８４５）；男女儿童对１４种食物不耐受总
项次阳性率分别为１２．５７９％和１２．４７０％，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４６，Ｐ＝０．８３１），见表１。

在１４种食物中，儿童食物不耐受率由高到低依
次为：牛奶 ＞鸡蛋 ＞大豆 ＞西红柿 ＞鳕鱼 ＞牛肉
＞大米＞蟹 ＞玉米 ＞小麦 ＞虾 ＞蘑菇 ＞鸡肉 ＞猪
肉。男女间各食物类别不耐受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不同年龄段儿童食物不耐受情况分布

各年龄段儿童检测总项次阳性率由高到低依次

为幼儿期（１３．６６４％）＞学龄前期（１３．００１％）＞婴
儿期（１１．３９４％）＞学龄期（１１．３４５％）＞青春期
（１０．６６７％）。婴幼儿期不耐受率最高的是牛奶，学
龄前期和学龄期主要不耐受的是牛奶和鸡蛋，青春

期主要是鸡蛋。在不耐受率较高的食物中，除了牛

奶和鸡蛋，大豆和西红柿在幼儿期的阳性率较其他

各期高，分别为１１．６％和１０．２％；鳕鱼在青春期的
阳性率较其他各期偏高（１２．０％）。见表３。
２．４　不同系统疾病中儿童食物不耐受分布情况

儿童单个系统不耐受总项次阳性率分别为儿童

保健（１３．０５９％）、呼吸系统（１２．８９２％）、皮肤系统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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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３１％）、消 化 系 统 （１１．１４４％）、发 育 异 常
（１３．３３３％）、免疫系统（１３．２６５％）、其他（１１．６８１％）；
患儿多系统疾病仅有８例（０．３３％），包括呼吸道反复
感染并发生长缓慢２例，湿疹并发上呼吸道感染３例，
过敏性皮炎并发佝偻病１例，湿疹并发发育迟缓２例。
而１４种食物中，牛奶和鸡蛋在各项分类中不耐受阳性
率较其他食物高，特别是牛奶均在６０％以上。见表４。

　　表１　男女儿童食物不耐受检测总项次阳性率分析
［例（％）］

组别 例数 总项次 阴性 阳性 χ２值 Ｐ值

男性 １４９４ ２０９１６ １８２８５（８７．４２１）２６３１（１２．５７９）
女性 ９４０ １３１６０ １１５１９（８７．５３０）１６４１（１２．４７０）

０．０４６ ０．８３１

合计 ２４３４ ３４０７６ ２９８０４（８７．４６３）４２７２（１２．５３７）

表２　儿童对不同食物不耐受阳性率的比较　［例（％）］

食物
总阳性率

（ｎ＝２４３４）
男

（ｎ＝１４９４）
女

（ｎ＝９４０） χ２值 Ｐ值

牛奶 １８０５（７４．１６）１１１０（７４．３０）６９５（７３．９４） ０．０３９ ０．８４３
鸡蛋 １６１８（６６．４７） ９７６（６５．３３）６４２（６８．３０） ２．１５２ ０．１４２
大豆 ２３７（９．７４） １５８（１０．５８） ７９（８．４０） ３．０９５ ０．０９７
西红柿 １９９（８．１８） １２８（８．５７） ７１（７．５５） ０．７９１ ０．３７４
鳕鱼 １９１（７．８５） １２４（８．３０） ６７（７．１３） ０．２５６ ０．６１３
牛肉 　４８（１．９７） 　３１（２．０７） １７（１．８１） １．２２０ ０．２６９
大米 　４７（１．９３） 　３３（２．２１） １４（１．４９） １．１９１ ０．２７５
蟹 　２９（１．１９） 　１６（１．０７） １３（１．３８） ０．２６３ ０．６０８
玉米 　２８（１．１５） 　１９（１．２７） 　９（０．９６） ０．４７７ ０．４９０
小麦 　２６（１．０７） 　１４（０．９４） １２（１．２８） ０．６３８ ０．４２４
虾 　１７（０．７０） 　７（０．４７） １０（１．０６） ２．９４８ ０．０８６
蘑菇 　１５（０．６２） 　８（０．５４） 　７（０．７４） ０．４１２ ０．５２１
鸡肉 　７（０．２９） 　４（０．２７） 　３（０．３２） ０．０５３ ０．８１８
猪肉 　５（０．２１） 　 ３（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０．００４ ０．９４９

表３　１４种食物在儿童各年龄段的不耐受阳性率分析　例［（％）］

食物
婴儿期

（ｎ＝５３６）
幼儿期

（ｎ＝７９３）
学龄前期

（ｎ＝６５６）
学龄期

（ｎ＝３７４）
青春期

（ｎ＝７５）
牛奶 ３９７（７４．１） ６３８（８０．５） ４８３（７３．６） ２５０（６６．８） ３７（４９．３）
鸡蛋 ２６０（４８．５） ５７２（７２．１） ４９０（７４．７） ２４６（６５．８） ５０（６６．７）
大豆 ５１（９．５） ９２（１１．６） ６１（９．３） ２６（７．０） ７（９．３）
西红柿 ４４（８．２） ８１（１０．２） ５３（８．１） １９（５．１） ２（２．７）
鳕鱼 ３１（５．８） ６４（８．１） ５７（８．７） ３０（８．０） ９（１２．０）
牛肉 １８（３．４） １１（１．４） １４（２．１） 　５（１．３） ０（０）
大米 ２３（４．３） １５（１．９） 　１（０．２） 　６（２．１） ２（２．７）
蟹 　８（１．５） １１（１．４） 　９（１．４） 　１（０．３） ０（０）
玉米 　８（１．５） １１（１．４） 　７（１．１） 　１（０．３） １（１．３）
小麦 　５（０．９） 　９（１．１） 　７（１．１） 　４（１．１） １（１．３）
虾 　２（０．４） 　５（０．６） 　５（０．８） 　２（０．５） ３（４．０）
蘑菇 　５（０．９） 　４（０．５） 　２（０．３） 　４（１．１） ０（０）
鸡肉 　２（０．４） 　２（０．３） 　３（０．５） 　０（０） ０（０）
猪肉 　１（０．２） 　２（０．３） 　２（０．３） 　０（０） ０（０）
总项次阳性率 ８５５（１１．３９４） １５１７（１３．６６４） １１９４（１３．００１） ５９４（１１．３４５） １１２（１０．６６７）

　　注：总项次＝每类患儿总例数×１４

表４　不同系统疾病儿童食物不耐受阳性结果　例［（％）］

食物
儿童保健

（ｎ＝８５０）
呼吸系统

（ｎ＝６８７）
皮肤系统

（ｎ＝４９２）
消化系统

（ｎ＝２１６）
发育异常

（ｎ＝７５）
免疫系统

（ｎ＝２１）
多系统

（ｎ＝８）
其他

（ｎ＝８５）
牛奶 ６３７（７４．９） ５２９（７７．０） ３４５（７０．１） １５０（６９．４） ６０（８０．０） １６（７６．２） ５（６２．５） ６３（７４．１）
鸡蛋 ６０９（７１．７） ４８５（７０．６） ２８６（５８．１） １１７（５４．２） ５０（６６．７） １６（７６．２） ７（８７．３） ４８（５６．５）
大豆 ９２（１０．８） ６２（９．０） ４７（９．６） １２（５．６） １０（１３．３） ４（１９．１） ２（２５．０） ８（９．４）
西红柿 ６７（７．９） ４９（７．１） ４５（９．１） １９（８．８） １０（１３．３） ０（０） １（１２．５） ８（９．４）
鳕鱼 ６９（８．１） ６３（９．２） ３６（７．３） １５（６．９） ５（６．７） １（４．８） ０（０） ２（２．４）
牛肉 ２１（２．５） 　９（１．３） １１（２．２） 　４（１．９） ０（０） ０（０） ０（０） ３（３．５）
大米 １６（１．０） 　７（１．０） １５（３．０） 　６（２．８） ３（４．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蟹 １２（１．４） 　８（１．２） 　６（１．２） 　１（０．５） １（１．３） ０（０） ０（０） １（１．２）
玉米 　８（０．９） 　９（１．３） 　６（１．２） 　４（１．９） １（１．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小麦 　６（０．７） 　６（０．９） 　６（１．２） 　５（２．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３（３．５）
虾 　８（０．９） 　２（０．３） 　４（０．８） 　１（０．５） ０（０） １（４．８） ０（０） １（１．２）
蘑菇 　４（０．５） 　７（１．０） 　１（０．２） 　１（０．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２．４）
鸡肉 　５（０．６） 　２（０．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猪肉 　０（０） 　２（０．３） 　０（０） 　２（０．９） ０（０） １（４．８） ０（０） ０（０）
总项次

阳性率
１５５４（１３．０５９） １２４０（１２．８９２） ８０８（１１．７３１） ３３７（１１．１４４） １４０（１３．３３３） ３９（１３．２６５） １５（１３．３９３） １３９（１１．６８１）

　　注：总项次＝每类患儿总例数×１４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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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近年来，国内已有关于食物不耐受的临床报

告［２，５７］，但多属对某一地区成人食物不耐受情况分

析，或者探讨某食物不耐受是引起某单一疾病中的

致病因素之一，而有关儿童食物不耐受情况大样本

分析尚不多见。本研究是我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进行
食物不耐受检测的全部门诊及住院患儿数据的回顾

性研究，可以间接地反映我院儿童食物不耐受情况

及相关系统疾病情况。

本研究显示，儿童中食物不耐受发生率较高，总

项次阳性率达到１２．５３７％。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食物
不耐受检测的患儿人数递增的情况显示，儿科医生

对食物不耐受引起儿童生长发育或其他系统疾病的

问题已逐渐重视，在寻求各类疾病的致病因素时更

多地关注到了食物不耐受。本研究显示各食物类别

不耐受在男女儿童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有研究

显示成人女性不耐受率略高于男性，其原因可能是

成人男女激素水平不同，机体神经内分泌调节不同

造成女性独特的免疫环境，使女性综合免疫反应强

于男性，造成男女耐受能力的差异［６］。

另外，儿童对１４种食物不耐受阳性率最高的分
别是牛奶和鸡蛋，因为高蛋白类食物与海藻类食物

的蛋白免疫原性较强，容易造成不耐受。其中牛奶

的阳性率最高，在幼儿时期达到了８０．５％，这可能
因为儿童年龄较小，免疫系统并未完善，相比其它食

物而言，其对免疫原性强的奶制蛋白免疫反应更强。

若父母在根本不了解孩子免疫状态的具体情况下，

盲目、随意地为儿童添加各种奶制品，将进一步导致

儿童牛奶食物不耐受率增高。因此，父母对孩子食

物不耐受的正确认识和良好意识，应该引起足够的

重视，以便及时采取正确的方式避免或减少某种特

定食物对儿童健康不必要的伤害。

通过分析发现在儿童成长各年龄段不耐受程度

有所不同，说明食物不耐受在儿童不同生长阶段均

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儿童的生长发育情况。且从婴儿

期到青春期，主要不耐受食物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这

可能与儿童成长时期不同的膳食结构有关。本研究

结果显示幼儿期的食物不耐受阳性率最高，青春期

最低。婴儿期食物多以母乳为主，牛奶是除母乳以

外的主要营养来源，因此它是主要的不耐受食物源。

幼儿期，国内大多数儿童已停止母乳喂养，牛奶是幼

儿的主要食物，而此时的宝宝重新获得自身的免疫

力，但成长的速度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幼儿期是儿童

免疫力最脆弱的阶段，此阶段发生食物不耐受的阳

性率也最高。学龄前期及学龄期，牛奶不再是最主

要食物，随着鸡蛋及其他多种食物的添加，不耐受率

的多元化呈现出来。青春期，不耐受率最高为鸡蛋，

而其它的文献报道成人不耐受率最高的也是鸡

蛋［７］，这是因为青春期饮食结构已经逐渐与成人一

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各系统发育的完善，不耐

受食物种类是否减少，不耐受程度是否减轻，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儿童多种系统疾病的发生

都伴随不同程度的食物不耐受。有的家长经常发现

特定的食物会引起患儿的症状加重，具体的不耐受食

物存在个体差异［８］。尽管当前在食物不耐受的产生

机制上仍然存在分歧，但其存在的事实及产生的不良

后果是公认的。食物不耐受给人们带来长期的不良

影响，多数患者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和皮肤反应，但不

同的人对于同一种食物不耐受可能出现极不相同的

症状。本研究结果显示，因发育异常或迟缓为临床症

状来我院检测食物耐受情况的患儿不耐受总项次阳

性率（１３．３３３％）相对较高，也说明食物不耐受是导致
儿童生长发育不良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免疫低下等

免疫相关症状检测的患儿食物不耐受总项次阳性率

也较高（１３．２６５％），食物不耐受本身就是一种复杂
的变态反应性疾病。尽管涉及两个系统疾病的病例

只有８例，但是无一例患儿对１４种食物均耐受，且
不耐受总项次阳性率达到了１３．３９３％，说明多系统
疾病与食物不耐受的关系更密切。很多检出的不耐

受食物如牛奶、鸡蛋等普遍食用，由于起病较隐匿，

家长并未发现儿童明显的症状，仅在儿童保健时得

以发现。８５０例行常规儿童保健儿童中，分别有
６３７例和６０９例儿童对牛奶和鸡蛋不耐受，但家长
们对此可能还毫无意识。若不被发现，不采取禁食

或轮替不耐受食物等措施，可能逐渐累及皮肤、呼

吸、消化、免疫系统甚至是影响发育［９］。很多以反

复咳嗽等症状入院的患儿，若未发现是食物不耐受

造成，常会服用多种止咳药、镇咳药无效，甚至出现

滥用抗生素等情况，继而导致孩子出现肝肾功能损

害、抵抗力降低等情况。一些长期腹泻、皮疹的患儿

找不到病因，得不到有效地治疗，因此可能严重影响

生长发育。若及早发现不耐受食物，可通过营养措

施缓解症状，减少药物疗法和外科干预的必要

性［８］。国外一项研究也表明，通过改善食物不耐受

运动员的饮食结构，提高了运动员肌力和体育性

能［１０］。

食物不耐受影响因素较多，如患儿遗传因素、具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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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膳食结构、烹饪方法等［１１］，此次研究纳入的研究

对象多为有临床症状的儿童，阳性率较高。我们将

对阳性患儿进行随访，并进一步扩大体检儿童人群

的纳入，希望得到家庭、幼儿园及学校积极配合，结

合儿童对食物不耐受的各种程度，对儿童针对性地

制定膳食搭配方案，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总之，食物不耐受是一个新兴的全球卫生问题。

虽然食物不耐受有一个相对较低的死亡率和可能不

易发现的疾病症状，患者却面对发生潜在的不良影

响的可能，尤其是对儿童健康成长的威胁，因此必须

保持膳食警惕，避免让不适宜的食物持续损伤机体

及可控制疾病的持续发展，继而明显提高儿童的健

康和生活质量。通过食物不耐受的检测可以为临床

一些慢性病的诊断、治疗以及预防提供更多的实验

室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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