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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临床资料

患者Ａ，女性，月龄为６个月。患者近期出现无法安慰的

啼哭，拒绝进食、烦躁、摇头，口周及躯干部逐渐出现红斑，并伴

有反复腹泻，大便呈稀水样或蛋花样，每日十余次，病初有呕

吐，无抽搐。母乳喂养至４个月，添加牛奶及米粉等。２日前

开始添加鸡蛋作为辅食。患者为第１胎，第１产，足月顺产婴

儿，出生体质量为３．５ｋｇ。体格检查显示，体温３６．２℃，心率

９６次／分，呼吸２７次／分，身高６５ｃｍ，体质量８ｋｇ，精神欠佳，

口周及躯干部可见红斑及色素沉着。皮下脂肪正常，无水肿，

皮肤稍松弛，弹性稍差，全身浅表淋巴结无肿大，前囟１ｃｍ×

１ｃｍ，稍凹陷。头发正常，双肺呼吸音清晰，心音有力，无杂音。

腹软，肝脏肋下２．５ｃｍ，质软，脾脏肋下未及，肠鸣音稍亢进。

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胞计数为５．２×１０９／Ｌ；白细胞分类计

数：中性粒细胞百分率为４０％，淋巴细胞百分率为５８％，嗜酸

性粒细胞百分率为７．５％；血红蛋白浓度为８７ｇ／Ｌ。大便常规

检查：黄色稀便，考虑可能由过敏反应所致。过敏原检测显示

鸡蛋特异性ＩｇＥ 明显升高（５０～１００ｋＵ／Ｌ），总ＩｇＥ 增高

（４７７ＩＵ／ｍＬ）。

患者Ｂ，女性，６岁。患者２ｈ前感到胸部紧闷，随即表现

为呼吸困难，特别是呼气难，被迫坐起，全身冷汗，焦虑不安，平

日患儿身体健康。当日上午在亲戚家接触出生不久的小猫，下

午即感不适，于本院急诊科就诊。查体显示，体温３６．２℃，心

率１１０次／分，呼吸３５次／分，精神差，急性病容，端坐呼吸，双

肺布满哮鸣音，呈呼吸性哮喘症状，其余无异常。家族中有过

敏性鼻炎患者。给予氨茶碱、肾上腺素和氢化可的松静脉滴注

后症状缓解。考虑可能由过敏反应所致，过敏原检测显示猫毛

特异性ＩｇＥ 明显升高（５０～１００ｋＵ／Ｌ），总ＩｇＥ 增高（５１８

ＩＵ／ｍＬ）。

以上２个病例均采用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吸入性及食物性过敏原

特异性ＩｇＥ抗体检测试剂盒，操作按说明书进行。检测模条采

用ＥＵＲＯｌｉｎｅＳｃａｎ软件判断结果。

２　讨　　论

过敏反应会在机体的免疫系统对抗原发生免疫反应的同

时造成生理功能紊乱或组织细胞破坏等损伤，是一类异常的病

理性应答，其结果可以引起机体多种临床疾病。过敏反应是一

种对异物的超敏反应，主要由血清中的ＩｇＥ介导，与个人的特

异性体质、遗传、环境因素等有关，ＩｇＥ水平的高低和症状的严

重程度呈正相关［１２］。本文报道的２例患者过敏病史、临床症

状典型，实验室检查明确。

食物是由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组成的，其中的糖蛋

白是最主要的食物过敏原，但大部分的食物过敏反应仅局限于

几种食物。有研究表明９３％的食物变态反应是由８种食物引

起的，按发病频率从高到低排列如下：鸡蛋、花生、牛奶、大豆、

坚果、鱼类、甲壳类和小麦。一些儿童常见，但成人很少对其过

敏的过敏原（鸡蛋、大豆、牛奶和小麦）在经过１年或更长时间

的严格避免后，尽管其ＩｇＥ抗体仍然可以持续存在，但是通常

可以消除对它们的敏感性。而对花生、坚果、甲壳类、鱼类的过

敏反应可能是终身的。鸡蛋过敏的患儿在添加的食品中去除

鸡蛋后症状消失，恢复正常。因此，一旦诊断为食物过敏反应，

致病过敏原必须从饮食中严格排除，这是唯一被证实有效的治

疗方式，要充分教育、指导患者及其家属如何避免致病食物，包

括隐藏的致病食物来源。

动物皮肤上的微粒和尿液中的蛋白质可以成为强效抗原，

猫的皮屑抗原可以存在于室内空气中、衣服上。有文献报道饲

养宠物和居室附近有载重６０吨以上的柴油卡车通过可以成为

儿童哮喘发病的环境危险因素之一［１］。另外屋尘、蟑螂也是导

致儿童哮喘的另一类室内过敏原［２４］，应引起重视。减少过敏

原暴露、改善环境，是避免发病的有效方法。过敏性哮喘主要

的病理生理异常包括：（１）广泛的平滑肌收缩；（２）黏膜分泌亢

进；（３）黏膜及黏膜下水肿；（４）支气管高反应性；（５）气道炎症。

过敏性哮喘多在幼年发病，８０％的患者发病年龄在５岁以前，

这一人群免疫力低下。哮喘如不能有效控制会影响患儿生长。

只要了解了哮喘的病因，掌握正确的预防和控制方法，就可以

有效减少哮喘发病的次数和发病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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