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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分析佛山地区儿童常见食物过敏原%方法
!

选取
')&$

年
&

"

&'

月来该院就诊!怀疑食物过敏的
&)&)

例患

儿!采用免疫印迹法检测
%

种食物过敏原
4P

<

T

和
P

<

T

%采用
KWKK&%()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

' 检验比较过敏原
4P

<

T

组

间阳性率差异%结果
!

%

种食物过敏原的阳性率分别为(鸡蛋白
.(%M

'蟹
1(#M

'虾
1(1M

'牛肉
'($M

'腰果
&($M

'牛奶
&()M

'

芒果
)(#M

'菠萝
)(1M

和贝
)M

%各组间!男性与女性的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某些年龄组间的阳性率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鸡蛋白'蟹和虾为主要的食物过敏原%过敏原的阳性率随着婴幼儿辅食的添加而增加!之后随

着消化系统逐渐成熟而逐渐下降%

关键词"佛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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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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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是由于某种食物或食品添加剂等引起的
P

<

T

介

导和非
P

<

T

介导的免疫反应#而导致消化系统内或全身性的变

态反应*儿童食物过敏反应发病率较成人高#而且呈日益上升

的趋势*食物特异性
P

<

T

检测是预测食物过敏的重要依据#通

过测定儿童血清特异性
P

<

T

水平可直接或间接反映人体对特

定食物过敏原的敏感程度#对预防过敏原诱发的过敏性疾病以

及对特定食物避免摄人及合理应用药物控制治疗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对佛山地区
&'

岁以下怀疑食物过敏的患儿进行食

物过敏原
4@

<

T

检测#并对常见食物$鸡蛋白)牛奶)虾)牛肉)

贝)蟹)芒果)腰果和菠萝%过敏原进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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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

&'

月来本院就诊的怀疑食

物过敏的
&)&)

例患儿#年龄
)

"

&'

岁#其中男
*#$

例#女
1#*

例*

@(A

!

方法
!

采静脉血
1GL

分离血清*检测特异性过敏原使

用德国
0TNPQPKK

的过敏原诊断试剂盒*本试剂盒可检测人

血清中的食物过敏原
%

种#包括!鸡蛋白)牛奶)虾)牛肉)贝)

蟹)芒果)腰果和菠萝和
P

<

T

*原理为特异性过敏原被吸附于

硝酸纤维素膜表面#置于反应槽中*用移液器加入患者血清

后#室温下孵育#标本中过敏原特异性的
P

<

T

抗体就会与过敏

原发生反应#并结合到硝酸纤维素膜上*将多余的抗体洗脱

后#再加入生物素标记的抗人
P

<

T

抗体#室温下孵育#洗脱未结

合上的抗体*然后加上碱性磷酸酶标记的链酶亲和素#室温下

孵育#链酶亲和素会和生物素结合*将未结合上的酶标链酶亲

和素冲洗干净*在加入
U,PW

"

JU7

酶作用底物孵育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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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

<

T

抗体水平成正比*待试剂条干燥后#有专用过敏原检测

仪检测#读取定量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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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按其浓度定量进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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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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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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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为阳性*

@(B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经
KWKK&%()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

计学处理*分别统计
%

种食物过敏原的阳性率#检测蛋清和蛋

黄#牛奶和蛋清
4@

<

T

的患者按不同的性别)年龄段进行过敏原

阳性率的分析#采用
.

' 检验比较各过敏原
4@

<

T

组间阳性率差

异#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

种食物过敏原的阳性率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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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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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按年龄段进行划分分析#其中分析鸡蛋白过

敏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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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阳性率最高$

&1(1M

%#其次为
"

*

岁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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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各组间两两比较#

*

&

岁组分别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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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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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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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余组间两两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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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浓度定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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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

&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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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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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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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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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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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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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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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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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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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各组间两两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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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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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岁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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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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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组间两两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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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食物过敏原的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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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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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环境污染的加重#变态反应

性疾病的发病率日趋增加#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

疾病#其中由食物引发的过敏也呈上升趋势*食物过敏可发生

于人的各个年龄阶段#高危人群主要是婴幼儿和儿童#可引起

消化)皮肤)神经)呼吸系统等症状*它与遗传因素)消化系统

的成熟)环境因素和食品的种类)成分等密切相关'

&!1

(

*

本研究探讨的
%

种食物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食物#但在儿

童中容易引起过敏#尤其以鸡蛋白最为严重#其次为海鲜和水

果*结果与广州地区的研究结果相近'

$!#

(

#都是以鸡蛋)虾和蟹

为主#与两地地环境和饮食习惯相近有关&但牛奶的阳性率较

其他地区低#可能是与选取的研究对象差异有关*不同年龄组

研究结果发现#鸡蛋白
4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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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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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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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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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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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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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原因#一方面

是随着年龄食物从单一的奶类到多样化#增加接触的机会&另

一方面随着儿童消化道对致敏性抗原的屏蔽功能健全#对某些

消化酶的合成和分泌的完善过敏的阳性率会逐渐降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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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阳性率可以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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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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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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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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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

岁以后的消化系统逐渐成熟

有关'

*!.

(

*本研究选取的
%

种常见食物作为对象#但引起儿童

食物过敏食物远多于此#也更为复杂*如果怀疑食物过敏应尽

早进行相关食物抗体的检测#如果发现是食物过敏#应该禁止

摄人同源类食物#或具有相关性的食物#从而更好地阻断过敏

食物的摄人#为患者提供饮食指导#预防进一步的过敏损害和

其他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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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减半及延长标本保存时间对流式细胞术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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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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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流式细胞仪"

I,0

$检测外周血人类白细胞抗原
U'6

"

OL"!U'6

$时抗体用量及标本保存时间对
OL"!U'6

阳性细胞百分比的影响%方法
!

应用
U:EbG=5,8D@;:?I,#))

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外周血
OL"!U'6

阳性细胞百分比!并应用

KWKK&%()

软件对抗体减量和保存时间对检测结果的进行分析%结果
!

抗体减半及样本保存至
6C

检测外周血
OL"!U'6

阳性细

胞百分比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I,0

分析
OL"!U'6

时抗体用量减半及适当延长标本保存时间至
6C

!对检

测
OL"!U'6

阳性细胞百分比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流式细胞术#

!

人类白细胞抗原
U'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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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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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是一种在功能水平上对单细胞或其他生物粒

子进行定量分析的检测手段#可以同时分析上万个细胞#并能

从中测得多个参数*目前流式细胞分析已普遍应用于免疫学)

血液学)肿瘤学)细胞生物学)细胞遗传学)生物化学等临床医

学和基础研究领域'

&

(

*应用流式细胞仪来测定人类白细胞抗

原
'6

$

OL"!U'6

%的表达#具有操作简单#灵敏度和特异性较

高#结果稳定等特点*但
OL"!U'6

抗体价格比较昂贵#临床

标本数量少#需集中保存后统一检测*为高效合理使用抗体和

集中统一检测标本#我们用抗体减半以及延长保存时间至
6C

分别检测
11

例患者及
&'

例患者的
OL"!U'6

阳性细胞百分

比#探讨抗体减半#延长标本保存时间对检测
OL"!U'6

阳性

细胞百分比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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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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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收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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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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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收集来自云南昆钢医院

疼痛科)风湿免疫科及康复科门诊就诊及住院疑患者#采集上

述人员空腹静脉血
'GL

#以乙二胺四乙酸$

TN7"

%抗凝*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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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流式细胞仪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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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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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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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包含
%

例
OL"!U'6

阳性和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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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待测标本#根据使用
OL"!U'6

的抗体剂量不

同分为两组#分别检测
OL"!U'6

阳性细胞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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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组!在试管中加入
&)

#

L

抗体#依次加入
#)

#

L

抗凝血#充分混

匀后分别避光静置
')G35

#加入
1))

#

L

溶血剂并立即涡旋混

匀#室温避光
&)G35

后
1)))?

"

G35

离心
#G35

#弃上清液后加

'GL

磷酸盐缓冲液$

WUK

%洗涤后弃上清液#加
#))

#

LWUK

平

衡
#G35

后上机检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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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组!在试管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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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抗体#

依次加入
&))

#

L

抗凝血#充分混匀后分别避光静置
')G35

#加

入
#))

#

L

溶血剂并立即涡旋混匀#室温避光
&)G35

后
1)))

?

"

G35

离心
#G35

#弃上清液后加
'GLWUK

洗涤后弃上清液#

加
#))

#

LWUK

平衡
#G35

后上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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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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