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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对临床相关疾病的诊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引起医务工作

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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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疱疹病毒$

&&'

&是一类中等大小的双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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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根据其保守结构蛋白的遗传特性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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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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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感染后持续存在于宿主体内#形成潜伏感染#当受

到各种非特异性刺激'抵抗力减弱'免疫功能下降时#易发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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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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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综合征'多发性硬化症'急性脑炎'自身免疫病和免疫缺陷

病'器官移植后感染等多种疾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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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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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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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感染所占比例最高#可以推测共同感染时多种病毒之间存

在相互作用#已有研究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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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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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毒的再活化存在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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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在人群中较普遍#原发感染常发生在婴儿期#

以后长期潜伏于宿主体内#不引起临床症状#但当人体免疫功

能低下时#体内潜伏的病毒可被激活(临床上造血干细胞移植

和肾移植等多数脏器移植后常可引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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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激活(激活的病毒感染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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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

进一步加重机体免疫功能的损伤#从而导致病毒性脑炎'间质

性肺炎等各种并发症#最终导致器官移植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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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器官

移植手术前对供体和接受者进行
&&'

感染的筛查#采取适当

的抗病毒预防和治疗对于器官移植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

近年来
&&'

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引起了肿瘤学

家'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发现
*+'

感

染与低分化鼻咽癌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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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是南方地区#特别是广

东和广西地区高发的恶性肿瘤(

&&',-

也是一种肿瘤相关病

毒#其
304.

基因具有转化能力#发现其与人类多种肿瘤如淋

巴瘤'白血病'神经胶质瘤等有关)

!$

*

(有报道在人脑胶质瘤组

织标本中检测出
&&',-

'

&()'

的核酸和蛋白#其阳性率明

显高于正常脑组织)

!!,!8

*

(因此对于
&&'

相关肿瘤的病毒学

监测#以及合理的抗病毒治疗也应引起医疗工作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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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中#有利于室内尘螨寄生繁殖#夏季使用空调#门窗紧

闭#空气不流通#患者长时间逗留在空调房中#接触和吸入尘螨

的机会增多(对于螨虫过敏患者要保持室内通风干燥#经常清

洁除尘#勤洗'勤晒衣被'床单#夏季开空调时可用特制的滤过

膜#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因尘螨过敏而导致的疾病#目前

可采用脱敏疗法#可以减轻症状和疾病的发作(食入性过敏原

中常见的有海鲜类'奶制品及谷类(可能由于本地区是南方近

海地区#海鲜丰富#食用较多#因此也就出现较高的阳性率(统

计发现牛奶过敏主要集中在婴幼儿#可能由于婴幼儿是食用牛

奶的主要人群#同时由于婴幼儿消化道系统尚未发育完全#故

对致敏性抗原的屏障保护功能尚不健全#一些通透性高'大分

子物质容易经过肠道黏膜组织进入患儿体内#进而引起变态反

应发生(谷类过敏在本地区也比较常见#这在其他相关文献中

鲜有报道#具体原因有待研究(过敏性疾病的过敏原种类繁

多#常因环境'地理位置'生活习惯不同而有所差异#故对其诊

断及防治应考虑地区差异性(本研究分析了中山地区常见过

敏原阳性率分布情况#可提示临床更有针对性地发现引起患者

过敏的过敏原(

YMMJ<>(23"/$

可以提供
-$$

种过敏原检

测#并可根据地区特点定制相关的过敏原试剂(随着过敏性疾

病患者的增加#目前已经根据国内人群的过敏原谱研制出相关

的过敏原检测产品#具有较强的临床应用价值)

-

*

(

过敏原过敏程度阳性分级研究显示尘螨类反应级数为
!

$

"

级$轻度过敏&的阳性率与反应级数
8

$

-

级$中重度过敏&的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其他各类过敏原

组合反应级数为
!

$

"

级$轻度过敏&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反应级

数
8

$

-

级$中重度过敏&的阳性率$

F

%

$#$/

&(值得注意的

是#同一患者有
"

种或
"

种以上混合过敏原阳性率高达

7"#$5

(且尘螨类和动物表皮类常混合致敏(说明大多数患

儿被多种过敏原致敏#这与国内相关报道一致)

.

*

(这表明在高

敏状态下可同时对多种过敏原产生过敏#且提示单一变应原脱

敏治疗效果不佳(不同性别患者过敏原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F

$

$#$/

&(这表明过敏性体制无性别倾向(过敏

原特异性
Y

B

*

阳性率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主要原因可能是

!

$%

"$

岁患者处于身体发育期#自身免疫系统不完善#易受

外界因素的侵扰(随着年龄增长#免疫系统功能日趋成熟#对

过敏原的免疫应答反应也逐渐增强(由于脱敏的关系#过敏原

阳性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因此#在发现过敏后如何进行饮食

干预和环境控制显得非常重要(本研究说明过敏性特异性

Y

B

*

产生与年龄'机体免疫状态有一定的关系#关系如何有待

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应用
YMMJ<>(23"/$

系统#使用吸入性与食入

性等组合联合检测过敏原#对过敏性疾病患者一次可以进行

-$$

多种过敏性物质特异性
Y

B

*

的检测#本研究提示可进一步

选择本地区阳性率较高的过敏原组合中具体单一过敏原进行

特异性
Y

B

*

检测#可更好地为临床过敏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

供依据#并可提示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接触导致自身过敏的

致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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