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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长沙地区儿童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过敏原状况) 方法&采用 B66.4D?K;4..* 过敏原定量

检测系统检测 V@" 例变态反应性疾病患儿血清中总EDM和特异性EDM抗体水平) 结果&总EDM阳性率为 \S7%p#

特异性EDM阳性率为 \%7!p$常见过敏原为户尘螨粉尘螨*牛肉*羊肉*牛奶*猫狗毛皮屑) 户尘螨粉尘螨阳性率在

变应性鼻炎中最高#达 S\7$p#特应性皮炎次之#为 V!7#p#湿疹*荨麻疹相对较低#分别为 #"7\p##$7$p$猫狗毛

皮屑在特应性皮炎*湿疹中相对较高#为 #@7[p和 !S7!p#在荨麻疹和变应性鼻炎中较低#为 !$7$p和 S7"p$牛

奶*牛肉*羊肉的阳性率在这 V 种过敏性疾病中均较高#但在 V 种过敏性疾病之间差别不明显) @ 岁以上吸入性过

敏原阳性率明显高于 @ 岁以下%)U$7$!') 结论& 在长沙地区#过敏原对儿童变态反应性疾病有着重要影响#特

别是户尘螨粉尘螨*猫狗毛皮屑*牛肉*羊肉*牛奶)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MA 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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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366.4D.*A)* ;()624.* 3-3D.A,J6.AA-(3* @ ?.34AP3A/34Q.26?()D(.4-(3* -(3-)* ;()624.* 3-3D.A,J/,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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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B66.4D);2)A.3A.$ B66.4D.*$ K0.)J);EDM$ '()62

&&在过去 #$ 年中#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病率在世

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在儿童中表现尤为

明显!!"

) 常见的变态反应性疾病有湿疹*特应性皮

炎*荨麻疹*变应性鼻炎等) 为了解长沙地区变态反

应性疾病的过敏原情况#现将我院 V@" 例变态反应

性疾病血清总 EDM和特异性 EDM%AEDM'检测结果分

析如下)

>I临床资料与方法

>7>I临床资料

V@" 例患儿均为 #$$" 年 S 月至 #$$S 年 S 月湖

南省儿童医院变态反应专科门诊病人#V@" 例中男

#"V 例#女 !\@ 例$年龄范围为 # 个月至 !S 岁#其中

U! 岁 " 例#! 岁 b!$" 例#@ 岁 b!@# 例#\ 岁 b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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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 b!S 岁 ## 例) 湿疹 !!\ 例#男 "$ 例#女

V\ 例#年龄 # 个月至 !V 岁$特应性皮炎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V 岁$荨麻疹 !#$ 例#男

"V 例#女 V\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变应性鼻炎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b!S 岁) # 个月

内均未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

>7;I试剂与方法

!7#7!&试剂&&试剂购于德国HMIEiEKK公司#包

括 !V 项特异性过敏原和总EDM#!V 项特异性过敏原

中混合性过敏原 % 项#为户尘螨粉尘螨#短豚草和

蒿#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点青霉*分枝孢霉*烟曲

霉*交链孢霉#柏*榆*梧桐*柳*三角叶杨#鸡蛋白*鸡

蛋黄#鱼虾蟹#牛肉*羊肉#腰果*花生*黄豆$单项过

敏原 [ 种#为蟑螂#草#牛奶#芒果#小麦)

!7#7#&方法&&采用免疫印迹方法#定量检测人血

清中过敏原AEDM) B66.4D?K;4..* 过敏原定量检测系

统由德国HMIEiEKK公司生产) 具体方法如下& 特

异性过敏原被吸附于硝酸纤维素膜表面#置于反应

槽中) 用移液器加入病人血清#室温下孵育#标本中

过敏原特异性的 EDM抗体与过敏原发生反应#并连

接在硝酸纤维素膜上) 将多余的抗体冲洗脱掉#再

加入标记了生物素的抗人EDM抗体#室温下孵育#冲

脱未结合上的抗体) 然后加入结合有碱性磷酸酶标

记的链霉亲和素#室温下孵育#链霉亲和素和生物素

结合) 将未结合上的酶标链霉亲和素冲洗干净) 当

再加入 C'E1X8CR酶作用底物并孵育后#碱性磷酸

酶发生特定的酶显色反应#试剂条上出现沉淀) 颜

色深浅与血清中 AEDM抗体含量成正比) 待试剂条

干燥后#''I相机照相#读取检测结果)

!7#7@&结果判断&&在检测板上相应的过敏原平

行处出现红色反应带#即为阳性结果) 定量检测每

种过敏原EDM浓度%EGX/Y'#并将结果分为 " 级$总

EDMU!$$ EGXY为阴性#!$$ b#$$ EGXY为阳性#

T#$$ EGXY为强阳性)

>7AI统计学方法

各组间的阳性率差异用
!

#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I结果

;P>I总SJY检测结果

V@" 例变态反应疾病患儿中#@@V 例血清总 EDM

阳性#阳性率为 "\7Vp$血清总 EDM!$$ b#$$ EGXY

"$ 例#占为 !\7$p$血清总 EDMT#$$ EGXY#\V 例#

占为 \$7Vp) 总 EDM阳性患儿中特异性 EDM阴性

"\ 例#占 ##7Sp#其中 "$ 例总 EDM!$$ b#$$ EGXY

的患儿中有 #" 例过敏原 AEDM为阴性##\V 例总 EDM

T#$$ EGXY中有 V% 例过敏原AEDM为阴性)

;P;I(SJY检测结果

V@" 例患儿 AEDM阳性 @$# 例#总阳性率为

\%7!p) 常见过敏原为户尘螨粉尘螨%V"7!p'*牛

肉*羊肉 %##7#p'*牛奶 %![7Sp'和猫狗毛皮屑

%!@7@p') V 种变态反应性疾病 AEDM的阳性率分

别为&湿疹["7Sp %\"X!!\'#特应性皮炎 [#7%p

%#"X[! '# 荨麻疹 [[p % \\X!#$ '# 变应性鼻炎

%V7"p%!V#X![$'#以变应性鼻炎AEDM阳性率最高)

户尘螨粉尘螨 EDM阳性率在变应性鼻炎中最高#达

S\7$p#特应性皮炎次之#为 V!7#p#湿疹*荨麻疹相

对较低#分别为 #"7\p和 #$7$p$猫狗毛皮屑EDM在

特应性皮炎*湿疹中相对较高#为 #@7[p和 !S7!p)

在荨麻疹和变应性鼻炎中较低#为 !$7$p和 S7"p$

牛奶EDM*牛肉羊肉EDM的阳性率在这 V 种过敏性疾

病中均较高#但在 V种过敏性疾病之间差别不明显)

&&表 >IMA? 例变态反应性疾病患儿过敏原结果

!例%p'"

项目
湿疹

%% Z!!\'

特应性皮炎

%% Z[!'

荨麻疹

%% Z!#$'

变应性鼻炎

%% Z![$'

户尘螨粉尘螨 @#%#"7\' #!%V!7#' #V%#$7$' !#%%S\7$'

短豚草和蒿 @%#7\' V%"7S' "%[7S' "%V7"'

猫狗毛皮屑 #!%!S7!' !#%#@7[' !#%!$7$' !@%S7"'

蟑螂 [%V7@' @%[7%' !!%%7#' "%V7"'

多种霉菌!

[%V7@' !%#7$' \%[7$' !@%S7"'

树木花粉!

$ $ @%#7[' V%#7"'

草 $ $ #%!7"' @%#7$'

鸡蛋白*鸡蛋黄 @%#7\' [%%7S' $ @%#7$'

牛奶 !%%!\7V' %%!"7\' #$%!\7"' #!%!V7$'

鱼虾蟹 [%V7@' [%%7S' #%!7"' !%$7"'

牛肉*羊肉 #\%##7V' !!%#!7\' #V%#$7$' @\%#V7$'

腰果*花生*黄豆 #%!7"' !%#7$' @%#7[' "%V7"'

芒果 !%$7%' $ $ @%#7$'

小麦 S%\7%' "%!@7"' V%@7@' S%[7@'

&&注
!

&多种霉菌包括点青霉*分枝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树木

花粉包括柏*榆*梧桐*柳*三角叶杨树花粉)

;PAI患儿年龄与特异性SJY的关系

将病人按年龄分为 [ 组& U! 岁组#! 岁 b组#@

岁b组#\ 岁b组和 !# b!S 岁组) 各年龄组吸入性

和食物性过敏原阳性例数见表 #) ! 岁以下患儿仅

有食物过敏原阳性#吸入性过敏原均为阴性$吸入性

过敏原阳性率随年龄增加逐渐增高$食物性过敏原

阳性率以 ! 岁b组和 !# b!S 岁组最高#但与另三组

差异均无显著性%)T$7$[') V@" 例患儿中 U@ 岁

!!V 例#吸入性过敏原阳性 V[ 例#食物性过敏原阳

性 V$ 例# T@ 岁患儿 @#@ 例#吸入性过敏原阳性 #!V

例#食物性过敏原阳性 S[ 例#比较这两组之间吸入

性过敏原阳性例数差异有显著性%)U$7$!'#食物

性过敏原阳性例数差异无显著性%)T$7$[')

(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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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患儿年龄与过敏原阳性的关系
!例%p'"

组别 例数 吸入性过敏原 食物性过敏原

U! 岁 " $ #%#S7\'

! 岁b !$" V[%V#7!' @S%@[7['

@ 岁b !@# "#%[V7\' V$%@$7@'

\ 岁b !\% !#"%"[7#' @"%#!7V'

!# b!S 岁 ## ![%\S7#' S%@\7V'

AI讨论

变态反应性疾病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包括特应性皮炎#湿疹*荨麻疹*变应性鼻炎等疾病)

变态反应性疾病的临床表现并不具有特异性#许多

非过敏因素也可造成与变态反应相类似的反应) 某

些物质可以直接促使肥大细胞脱颗粒#引起临床上

的假变态反应#因此#变态反应性疾病的病因诊断非

常重要!#"

) 新近的一些研究显示体外测定 AEDM水

平与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生之间存在相关性!@"

)

血清AEDM水平越高#患者对相应过敏原发生过敏反

应的可能性越大) 血清AEDM的检测对明确变态反应

性疾病病因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血清AEDM

的检测主要采取有放射过敏原吸附试验*荧光免疫标

记分析法*免疫印迹技术*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检测

方法!V"

)

本研究通过采用B66.4D?K;4..*过敏原检测系统

对 V@" 例变态反应性疾病血清 AEDM进行了测定)

该系统采用免疫印迹技术#抗原非共价吸附于硝酸

纤维素膜#采用机器划线技术#可靠性高#特异性好#

敏感度高) 结果显示食入性和吸入性过敏原与部分

变态反应性疾病均有密切的关系#变应性鼻炎*湿

疹*荨麻疹*特异性皮炎 V 种变态反应性疾病 AEDM

的阳性率与潘惠妮等!["报道的一致#也提示变应性

鼻炎主要以 EDM介导的变态反应为主#临床上过敏

原检测对变应性鼻炎的诊治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他 @

种皮肤病 AEDM的阳性率只有 [$p左右#说明除 EDM

介导的变态反应#这 @ 种皮肤病仍存在其他免疫反

应) V种变态反应性疾病常见过敏原为户尘螨粉尘

螨*猫狗毛皮屑*牛奶*牛肉*羊肉) 户尘螨粉尘螨*猫

狗毛皮屑为常见吸入性过敏原#与B(6A-.2-等!@"报道

一致#户尘螨粉尘螨阳性率在变应性鼻炎中最高#达

S\7$p#特应性皮炎次之#为 V!7#p#湿疹*荨麻疹相

对较低#分别为 #"7\p##$7$p$猫狗毛皮屑阳性率

在特应性皮炎*湿疹中相对较高#分别为 #@7[p#

!S7!p) 在荨麻疹和变应性鼻炎中较低#分别为

!$7$p#S7"p$提示户尘螨粉尘螨是变应性鼻炎的

主要过敏原#特应性皮炎*湿疹除尘螨外#猫狗毛皮

屑也是其主要过敏原$荨麻疹环境 EDM的阳性率最

低#提示吸入性过敏原检测对荨麻疹的诊治意义不

大) 食物性过敏原牛奶*牛肉*羊肉*鸡蛋的阳性率

在这 V 种过敏性疾病中均有较高的阳性率#提示这

V 种过敏性疾病存在部分食物过敏现象#食物性过

敏原有牛奶*鸡蛋*牛肉等#且牛奶*鸡蛋在婴儿期阳

性率较高#与资料报道一致!\"

) 户尘螨粉尘螨*猫

狗毛皮屑*牛肉*羊肉*牛奶*鸡蛋#是长沙地区儿童

变态反应疾病的常见病因之一)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不同年龄段过敏原构成不

同#婴儿期以食物性过敏原为主#随年龄的增大#逐

渐出现吸入性过敏原#且吸入性过敏原随年龄的增

大逐渐增多#@ 岁以上患儿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明

显高于 @ 岁以下患儿#提示 @ 岁以上变态反应性疾

病患儿对吸入性过敏原过敏的较多) 而食物性过敏

原从婴儿一直到 !S 岁仍有较高的阳性率#提示食物

过敏可以持续至较大年龄仍不耐受)

许多因素可以影响总 EDM的水平#如遗传*年

龄*种族*性别*吸烟*婴儿喂养方式*寄生虫等) 有

文献报道#在变态反应性疾病中#"Sp的患者总 EDM

升高#约 #$p b@$p的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AEDM高

而总 EDM正常!" b%"

) 本组病例中总 EDM升高为

\S7%p#较文献报道偏低#可能与儿童各年龄阶段的

总EDM水平正常值不同有关) 在 AEDM升高患儿中

有 ##7Sp患儿总EDM正常#与文献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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