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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状况及其对儿童过敏性疾病发展和转归的影响不容忽视) 该研

究旨在了解儿童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状况和信息需求#使医护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过敏性疾病的预防宣教工

作) 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儿童保健科门诊随机抽取的 B[D 名儿童家长进行横断面调查) 对调查结果进

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6检验分析及 5+G(=,(:回归模型分析) 结果%收回有效问卷 B[$ 份#有效应答率为

"E6$b) [_6$b家长不知哮喘属于过敏性疾病#D#6$b不知过敏性疾病可以表现为腹泻) D$6"b家长认为引起儿

童食物过敏的最常见的食物是海产品#BD6Cb家长认为如果孩子筛查出对某种食物过敏#则应终生避免该种食物)

"D6Db家长所需求的信息数超过 B 个#[Bb家长最想了解过敏性疾病的临床表现$家长受教育程度*本人或一级亲

属有无过敏史分别对临床表现*预防措施的需求不同#SF分别为 #6$C# 和 E6$C[#均9h$6$[) 家长需要通过可靠

而广泛的途径如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来获得有关过敏性疾病的信息) 结论%

$

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片

面#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有误区$

%

家长对过敏性疾病诸多信息有迫切的需求$

*

儿科医务工作者应多渠道为家长

提供过敏性疾病的相关知识)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AA$@%&B>R CB>\"

!关%键%词"%过敏性疾病$认知状况$信息需求$家长$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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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来#哮喘*过敏性皮炎和食物过敏等过

敏性疾病发病率具有明显增高的趋势#儿童更是主

要受累对象) 有资料显示#C 岁内儿童哮喘累积发

病率增加了 !6_ 倍#过敏性皮炎增加了 # jB 倍#花

生过敏在 !$ 年内增加了 ! 倍!!"

) PJW指出过敏性

疾病是 #! 世纪的流行病之一) 世界变态反应组织

公布的 B$ 个国家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

示!#"

'这些国家的 !# 亿总人口中###b患有 AGT介

导的过敏性疾病#成为全球关注的公众卫生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避免或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是医护人员面临的困难之一) 预防过敏性疾病的发

生需尽早进行#而儿童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均受家

长的支配#疾病的诊治也只是被动地服从家长的安

排#因此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状况对儿童过敏

性疾病发展和转归的影响不容忽视) 本研究就家长

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状况及信息需求做一调查#有

利于医护人员更有效地开展相关的健康教育工作)

AI对象与方法

A6AI对象

#$$E 年 _ jE 月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儿童保

健科门诊随机抽取 B[D 名儿童家长#有 D 名家长因

各种原因未完成问卷#应答率为 "E6$b) 其中男 "#

人#女 #[E 人$城市家庭者占 DC6Bb%#_$\B[$&#农

村家庭者占 #[6Db%"$\B[$&$教育程度'初中及初

中以下 !"6Db%_"\B[$&#高中 #[6Db%"$\B[$&#大

学或以上 [C6_b%!"!\B[$&$ 本人或一级亲属有过

敏史者 #$6Bb%D!\B[$&#无过敏史者 D"6Db%#D"\

B[$&)

A6>I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问卷分为 B 部分'

$

家长

基本情况'包括家长姓名*性别*居住地*教育程度*

本人或一级亲属有无过敏史等$

%

家长对过敏性疾

病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

*

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相关

信息的需求状况及需求方式) 采用横断面研究#一

人一卷询问的方式记录其内容) 用 8088 !!6[ 软件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6检验分析本人或

一级亲属有无过敏史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状况是否

有统计学意义$并用 5+G(=,(: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性

别*居住地*教育程度*过敏史与信息需求状况的关

系%各项变量的赋值见表 !&#9h$6$[ 表示有统计

学意义)

表 AI各项变量的意义及赋值

变量 意义 赋值

g! 性别 女 !̂#男 #̂

g# 居住地 城市 !̂#农村 #̂

gB 教育程度 初中或以下 !̂#高中 #̂#大

学或以上 B̂

gC 本人或一级亲属过敏史 无 $̂#有 !̂

e! 对过敏性疾病的临床表现 不需了解 $̂#需要了解 !̂

e# 对孩子健康产生的影响 不需了解 $̂#需要了解 !̂

eB 诊断过敏性疾病应做什么检查 不需了解 $̂#需要了解 !̂

eC 做检查的目的是什么 不需了解 $̂#需要了解 !̂

e[ 过敏性疾病的防治措施 不需了解 $̂#需要了解 !̂

e_ 所用药物的不良反应 不需了解 $̂#需要了解 !̂

>I结果

>6AI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状况

#6!6!%家长对过敏性疾病临床表现的认知状况%

%家长对过敏性疾病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临床表现的

认知状况'知道食物过敏*鼻炎*哮喘属于过敏性疾

病的比例分别为'D$6_b%#CD\B[$&*[_6Bb%!"D\

B[$&*CC6$b%![C\B[$&$其中有 _!6Db%#!_\B[$&

家长知道过敏性疾病可以表现为湿疹#但有 D#6$b

%#[#\B[$&不知道可以表现为腹泻)

#6!6#%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状况%

%引起儿童食物过敏的最常见的食物'D$6"b

%#CE\B[$&的家长认为是海产品*!B6Cb%CD\B[$&

认为是牛奶*!B6!b%C_\B[$&认为是鸡蛋*#6_b

%"\B[$&认为是花生等坚果)

问卷设计了过敏性疾病相关的是非题让家长选

择#结果见表 #)

表 >I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相关问题的应答情况

所提问问题 正确回答比例%b&

若儿童筛查出对某种食物过敏#是否应终生

避免该种食物

#!"\B[$%_#6_&

避免接触过敏原是过敏性疾病的预防措施吗 #!_\B[$%_!6D&

家长患过敏性疾病#孩子患过敏性疾病的危

险性增加吗

!DD\B[$%[$6_&

抗生素是治疗哮喘的主要药物吗+ !#_\B[$%B_6$&

#6!6B%本人或一级亲属有无过敏史与家长认知状

况%%按答对一题问卷中过敏性疾病相关问题赋予

! 分#计算出每位家长的得分总值) 根据本人或一

级亲属有无过敏史分为甲*乙两组%甲组代表有#乙

组代表无 &# 甲* 乙两组分别为 [6_B k#6C[! 与

C6[D k!6"DB#用独立样本6检验分析两组的认知状

况#结果显示差异有显著性%6̂ B6C$$#9h$6$[&)

(_#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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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的信息需求

调查问卷列举了关于过敏性疾病的 _ 个常见信

息供家长选择#分别为过敏临床表现*对孩子健康产

生的影响*诊断过敏性疾病时应做的检查*做检查的

目的是什么*过敏性疾病的防治措施*过敏性疾病所

用药物的不良反应等)

#6#6!%家长所需信息个数%%请家长从所提供的

_ 个信息中选出想要了解的内容#统计家长所需信

息的个数) "D6Db%BC#\B[$&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的

需求信息超过 B 个#只有两名家长表示不需了解过

敏性疾病的任何信息)

#6#6#%家长最想了解的信息%%请家长从所提供

的 _ 个信息中选出最想了解的信息) 经统计#绝大

多数家长%"C6$b&最想了解的信息集中于过敏性

疾病的临床表现*对孩子健康产生的影响及过敏性

疾病的防治措施) 其中多数家长%[B6$b&最想了

解的信息是过敏性疾病的临床表现)

>UDIG&.)(')0分析结果

以g

!

jg

[

为自变量#e

!

je

_

为应变量进行 5+L

G(=,(: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长教育程度%g

B

&对临

床表现需求%e!&的 SF #̂6$C#%"[bB,'!6$BD j

C6$!E&%9h$6$[&) 本人或一级亲属过敏史%g

C

&

对预防措施需求%e

[

&的 SF Ê6$C[%"[bB,'!6$D#

j_$6BE$&%9h$6$[&) 其余自变量与 e无显著统

计学意义%9l$6$[&)

>6OI期待获得信息的方式

根据实际情况#列出医护人员能采取的几种方

式#请家长从中选出最好的一种方式) 结果统计如

下'BC6"b%!##\B[$&的家长选择定期举行过敏性

疾病的专题讲座*!#6"b%C[\B[$&家长选择医护人

员推荐书籍*[#6$b%!E#\B[$&家长选择发放有关

过敏性疾病宣传资料*$6Bb %!\B[$&选择门诊

讲解)

DI讨论

过敏性疾病不是一种单纯的疾病#随着儿童年

龄的增长#其各种临床表现如过敏性皮炎*食物过

敏*过敏性鼻炎*哮喘会发生阶段性变化而逐渐呈现

出来#称为过敏历程%255-3GH.23:'&) 过敏历程已

得到前瞻性队列研究证实#通常生后第 ! 个月除婴

儿湿疹外#很少出现其他过敏临床表现) 食物过敏

是过敏性疾病的最初表现#婴儿期食物过敏常有两

种或更多的症状'如对牛乳蛋白过敏可以表现为食

用后! j# ' 呕吐*并可出现腹泻症状#并且食物过

敏和过敏性皮炎常同时存在于同一患者#_$b特应

性皮炎患儿同时患有食物过敏) 多数食物过敏患儿

于 # 岁前自行缓解#少数湿疹患儿发展为过敏性鼻

炎*过敏性结膜炎或哮喘) 呼吸道症状大多在 [ 岁

以前出现#多数 B 岁以内发生喘息的儿童均可自行

缓解#较少发展为过敏性哮喘) 而发生于学龄期的

喘息和喘息持续至 !# j!B 岁#更倾向于发展为过敏

性哮喘!B"

)

过敏性疾病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本资料显示

多数人知道食物过敏是一种过敏性疾病#但知道鼻

炎和哮喘属于过敏性疾病的却较少$大部分人知道

过敏性疾病可以表现为湿疹#却不知道过敏性疾病

亦可表现为腹泻) 过敏性疾病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

湿疹#但亦可表现为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因此

家长对过敏性疾病临床表现的认识有一定片面性)

D$6"b的家长认为是引起儿童食物过敏的最常

见的食物是海产品$食物过敏往往是过敏性疾病的

第一步#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绝大多数食物过敏

与牛奶*鸡蛋*花生*鱼虾*大豆*小麦*坚果 E 种食物

有关) 国内外资料均显示引起婴儿过敏的食物主要

是鸡蛋和牛奶) W=,-3X255-等!C"近期研究表明'引起

B 岁内儿童过敏的最常见食物是鸡蛋#其次是牛奶

和花生过敏#B 岁内很少出现鱼虾过敏) 而引起成

人食物过敏最常见的原因是花生#其次是虾和鱼)

婴儿期鸡蛋和牛奶过敏#对将来花生*花粉过敏有一

定预示作用!["

) 这提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引起过

敏的食物可能不同)

BD6Cb家长认为如果孩子筛查出对某种食物过

敏#则应终生避免该种食物) 在本组调查中#大多数

家长认为避免接触过敏原是过敏性疾病的预防措

施#但终生避免某种食物过敏原的做法并不可取)

因为多数食物过敏患儿会随年龄增长产生耐受而自

行缓解#长期采用排除性饮食方法会对儿童的生长

发育及营养状况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家长或临床

医生应定期检测食物过敏状况#避免对患儿进行长

期*盲目禁食过敏原食物治疗)

_Cb的家长认为抗生素是治疗哮喘的主要药

物) 这种误区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家长对哮喘的认

识比较肤浅#哮喘主要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因此家长

以为其治疗同普通肺炎一样主要应用抗生素$另一

方面可能与医生滥用抗生素有关)

从本资料结果可以看出'B[$ 名家长中仅 # 位

家长表示不需了解任何信息#究其原因是家中无过

敏性疾病患者#认为不必了解) 绝大多数家长

%"D6Db&所需求的信息超过了 B 个#说明家长对过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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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性疾病的信息有诸多的需求) 多数家长最想了解

的信息是过敏性疾病的临床表现)

有调查发现'当孩子检出对某种物质过敏时#家

长对疾病的相关信息有着迫切的需求#医生提供信

息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家长希望采用多种渠

道去了解疾病!_"

) 本资料 5+G(=,(:回归分析结果提

示'有过敏史者对预防信息的需求是无过敏史者的

E6! 倍$6检验结果显示'有过敏史者认知状况要高

于无过敏史者) 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家长对临床表现

的需求差异有显著性#教育程度较高者对该信息的

需求是教育水平较低者的 #6$ 倍#提示教育程度越

高对过敏性疾病相关知识的渴求程度越高)

本调查还显示'目前一对一的门诊宣教并不受

欢迎) 分析原因可能与大医院门诊候诊病人多#一

个病人就诊时间有限#医生讲解粗糙*简略有关) 多

数家长选择发放宣传资料的方式了解过敏性疾病相

关信息#这一方式覆盖面广#提供信息详尽$部分家

长选择专题讲座的形式#这种方式有针对性#家长和

医务人员可以互动#在社区和基层医院应该推广)

本调查反映了家长对过敏性疾病知识的缺乏及

对信息的迫切需求#这种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

医护人员在过敏性疾病防治工作中的不足) 为了更

好地预防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医护人员应不断学习*

更新自己的知识#在正确认识过敏性疾病的基础上#

根据家长的实际情况及需求情况通过多种渠道进行

宣教#纠正家长对过敏性疾病认识上存在的误区#让

家长了解过敏性疾病#提高人群的预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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