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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在食物变态反应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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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中的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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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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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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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患者血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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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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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测!蛋清)蛋黄&牛奶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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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相对较高!蘑菇和猪肉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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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很低#不同性别患者间玉米&牛奶及

大米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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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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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患者鳕鱼&玉米&蟹&蛋清)蛋黄&牛奶与小麦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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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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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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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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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清)蛋黄&牛奶&鳕鱼&甲壳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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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过敏原%随着年龄增长!机体对食物过敏原可逐渐形成免疫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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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治重

点在于婴幼儿与学龄期人群!应对蛋清)蛋黄&牛奶等主要食品进行饮食干预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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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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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变态反应性疾病$

QEE?7DDAC

F

;1?;<EC?AC

#

d"/

&是易感

者在摄入食物类抗原后#机体产生的异常免疫反应所致疾病#

其发病机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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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的变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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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质个体的发生过程中有一定的过敏进程#表现为食物变态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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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不同靶器官而表现出相应的临

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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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测食物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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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有助于筛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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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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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诊断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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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食物

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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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技术的建立#以及对食物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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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和慢性变态反应性疾病之间关系的认识逐渐加深#食物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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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得以广泛应用#提高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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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程度#有助

于全面了解食物过敏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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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意义)笔者对
!'#

例

d"/

患者进行了食物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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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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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等过敏症状及体征#发病较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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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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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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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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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同时检测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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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食物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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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包括牛肉*鸡肉*鳕鱼*玉米*蟹*蛋清"蛋黄*蘑菇*牛

奶*猪肉*大米*虾*大豆*西红柿*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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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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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空采血管采集受试对象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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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清后用样本稀释液稀释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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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制

备稀释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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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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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制作标准曲线#再对稀释血清标本*空

白及阳性质控品的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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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光密度值进行检测#根据

标准曲线计算抗体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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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曲线制作及各种样品

检测均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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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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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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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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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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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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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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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患者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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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比较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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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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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比较#

_

$

!

性别 牛肉 鸡肉 鳕鱼 玉米 蟹 蛋清"蛋黄 蘑菇 牛奶 猪肉 大米 虾 大豆 西红柿 小麦

男性
&%G )%( $%# #%H #K%( )H%( (%( G$%H (%) H%' )%( #)%& )%( $%#

女性
!%! !%! #'%' K%$ #'%# GG%) (%( KK%! (%) $%G $%G #$%' '%) $%G

G

值
(%#$ (%(& (%$G (%(# (%KG (%#K #%(( (%(! #%(( (%(K (%!( (%$) (%G) (%(H

""

!

!除
G

值外#其余数据保留小数点后一位$下同&)

表
!

""

不同年龄段患者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8

F

9

抗体阳性率性别差异#

_

$

性别"年龄 牛肉 鸡肉 鳕鱼 玉米 蟹 蛋清"蛋黄 蘑菇 牛奶 猪肉 大米 虾 大豆 西红柿 小麦

男"
"

组
G%) #$%$ !G%) !G%) !G%) H$%$ (%( 'G%) (%( $$%$ #$%$ $$%$ #$%$ !(%(

女"
"

组
##%# (%( ##%# (%( !!%! ''%H (%( ))%' (%( (%( ##%# $$%$ ##%# (%(

G

值
#%(( #%(( (%#' #%(( (%K# (%!( #%(( (%#' #%(( #%(( (%&G (%K' (%&G #%((

男"
-

组
&%' '%# !&%$ ##%& ##%& ''%& (%( )$%G #%! '%# &%' #H%& '%# '%#

+

G(G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BW.7=*A?

!

*7C1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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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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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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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食物蛋白可通过引发对机体有害的免疫反应而导致

免疫损伤#进而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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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对某种食物过敏时#因该种

食物不能被完全消化而产生食物大分子#后者一旦进入血液即

可作为抗原被免疫系统识别#从而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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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体#该抗体可对持续进入体内的该类过敏原产生保护性免疫反

应#表现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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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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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机体产生食物过敏的抗

原分子称为食物过敏原#多为蛋白质分子)鸡蛋*牛奶*鱼类*

甲壳类动物*花生*大豆*核果类食物与小麦经常引起过敏反

应#占食物过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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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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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食物过敏原以大豆类

最为常见#动物性食物过敏原以鸡蛋*牛奶和海产品最为常见)

大豆中的过敏蛋白分子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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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别为
9D

N

P-?$(Y

*

9D

N

P-?!'Y

和
'

,)U

伴大豆球蛋白)鸡蛋中的过敏蛋白分子

主要在蛋清中#包括卵黏蛋白*卵清蛋白*卵黏蛋白因子以及溶

菌酶)牛奶中的过敏蛋白分子主要为
%

,

酪蛋白及
3,

乳球蛋

白)海产品中的过敏蛋白分子主要为热稳定性糖蛋白#且各种

甲壳类动物中的过敏蛋白分子具有高度的交叉反应性)

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患者间食物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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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

差异并不明显#仅有玉米*牛奶及大米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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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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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更易对牛奶和大米产生食

物过敏)不同年龄组统计分析发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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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岁组#牛奶*蛋

清"蛋黄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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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性别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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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更易对牛奶和蛋清"蛋黄产生食物过敏#而

小于
$

岁组及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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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食物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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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差异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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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相反#导致该差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亦发现#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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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患者牛肉*鸡肉*鳕鱼*玉米*

蟹*蛋清"蛋黄*牛奶*大米*虾*大豆*西红柿与小麦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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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较高#表明幼儿
d"/

发病率较高#可能与消化

道屏障功能尚不成熟#饮食结构较成年人更为简单有关#也可

能与随着年龄增长#机体对食物过敏原逐渐形成免疫耐受有

关)虽然目前尚不明确食物耐受的形成机制#但多数
d"/

患

儿均可获得耐受#从而对某些食物过敏的现象可自行消失)若

少数食物过敏患儿不能随着年龄增长而对食物过敏原逐渐形

成免疫耐受#则需加强对这些患儿的防治工作#应对蛋清"蛋

黄*牛奶等主要食物进行饮食干预#从而降低
d"/

发病率)

d"/

患者的长期饮食干预通常采用排除饮食法)邵洁

等'

#(

(研究表明#综合喂养干预方式是对具有特应性遗传背景

的婴儿有效的初级干预措施)由于在
d"/

治疗中常要采取去

除过敏原的食物疗法#由此所导致的某些蛋白营养素的缺乏也

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开发各种低过敏及抗过敏食物是预防和

治疗
d"/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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