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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纤维蛋白原与脑梗死严重程度及复发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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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新疆地区
$)%$

例过敏性疾病常见过敏原分布及分析

关猛猛!李婷婷!冯萍萍!康晓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乌鲁木齐
+&)))$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新疆地区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过敏原分布!并进行分析!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德国欧蒙印迹

过敏原检测系统对
$)%$

例过敏性疾病患者"以年龄进行分组$进行
%)

种特异性过敏原
W

<

[

检测!统计过敏原阳性率!分组间阳

性率差异比较采用
!

% 检验%结果
!

$)%$

例过敏患者前三位的过敏原分别是海鱼组合"

%+'&$:

$&淡水鱼组合"

%('@&:

$和艾蒿

"

%%'(%:

$%不同年龄段过敏性疾病患者过敏原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

$

)')4

$!婴幼儿组前三位的过敏原分别为淡水鱼组合

"

&4'AA:

$&鸡蛋白"

&)'+@:

$和牛奶"

%4'%):

$#青少儿组前三位的过敏原分别为艾蒿"

**'(A:

$&树组合"

&%'(A:

$和淡水鱼组合

"

%&'&&:

$#中青年组前三位过敏原分别为海鱼组合"

%+'(@:

$&淡水鱼组合"

%*'%&:

$和螃蟹"

%*'$%:

$%老年组前三位的过敏原

分别为海鱼组合"

&A')+:

$&淡水鱼组合"

%@'%$:

$&螃蟹"

%+'*(:

$%从婴儿期到老年期!过敏性疾病患者体内不同过敏原阳性分

布频率随年龄的变化具有规律性!可以分为
*

个模式'先升后降模式&上升模式&下降模式和不变模式%结论
!

过敏性疾病患者过

敏原的分布随年龄变化发生显著改变!明确过敏原分布的变化规律有助于提高过敏性疾病患者过敏原筛查的精确性!对于该类疾

病的提前预防&诊断和治疗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过敏性疾病#

!

过敏原#

!

模式

!"#

!

$)'&@(@

"

B

',CC;'$(A&#*$&)'%)$A'$&')*(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A&#*$&)

"

%)$A

$

$&#$+*)#)&

!!

全球过敏性疾病发病率的日益增高已经成为一个威胁社

会公共卫生健康的严重问题#对该类疾病的研究显得愈发重

要)过敏原与过敏性疾病有一定关联性#防治过敏性疾病的关

键在于找过敏原并有效避免与之接触#同时特异性脱敏治疗也

是过敏性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而过敏性疾病的自然进程提

示年龄因素在过敏反应中可能起着显著作用'

$

(

)本研究回顾

性分析新疆地区常见过敏原的分布情况及分析年龄因素对过

敏原分布情况的影响#为新疆地区过敏患者临床诊治提供可靠

的实验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就诊于本院皮

肤科门诊和住院治疗的疑似过敏性疾病的患者#患者采集血液

样本后分离血清#保存于
*\

#于当天或次日内完成检测)经

过敏原检测系统检测过敏原为阳性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4+$

例%汉族
(%+

例*维吾尔族
%4$

例*回族
%@

例*哈萨

克族
%+

例*蒙古族
+

例#其他民族$含外国人&

AA

例#年龄
&

个

月至
+A

岁#平均
&4'%&

岁)根据年龄分为
*

组!婴幼儿组$

'

4

岁&

$%&

例#青少儿组$

(

!

$@

岁&

$4)

#中青年组$

%)

!

*@

岁&

*+$

例#老年组$

&

4)

岁&

%(A

例)疑似过敏性疾病包括哮喘*过敏

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喘息性支气管炎*急慢性荨麻疹*过敏性

皮炎)

A'B

!

仪器与试剂
!

选用德国
[?89WSS?Z

公司生产的吸入

性及食入性过敏原特异性
W

<

[

抗体检测试剂盒$

[?89>WZ[

5F/

0K

3E,;NW

<

[

&#试剂盒中的检测膜条上平行包被了
$)

种吸

入性$

FC%)

树组合*

V$

普通豚草*

V(

艾蒿*

JC$

尘螨组合*

E$

屋尘*

G$

猫毛*

G%

狗上皮*

,(

蟑螂*

=C$

霉菌组合*

I+)

草&和

$)

种食入性$

1$

鸡蛋*

1%

牛奶*

1$&

花生*

1$*

黄豆*

1%A

牛肉*

1++

羊肉*

1C&&

海鱼组合*

1C&*

淡水鱼组合*

1%*

虾*

1%&

蟹&过敏原#

其中霉菌组合为点青霉*分枝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树组合

为柳树*榆树*杨树%尘螨组合为屋尘螨和粉尘螨%海鱼组合为

鳕鱼*龙虾*扇贝%淡水鱼组合为鲑鱼*鲈鱼*鲤鱼)检测方法严

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A'C

!

结果判断
!

采用目测判断法#在判断结果时必须考虑条

带的位置和颜色的强度)通过比较结果判断模板和已温育的

检测膜条可确定抗相应过敏原
W

<

[

抗体)患者血清中只要有

$

种
CW

<

[

出现阳性即为阳性病例)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7UU$A')

软件对统计数据进行分

析#阳性率比较采用
!

% 检验#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过敏原分布
!

新疆地区过敏性疾病吸入性过敏原以艾

蒿*树组合和尘螨组合为主#食物过敏原以海鱼组合*淡水鱼组

合*螃蟹为主)

$)%$

例过敏患者前三位的过敏原分别是海鱼

组合'

%+'&$:

$

%+@

"

$)%$

&(*淡水鱼组合'

%('@&:

$

%A4

"

$

)%$

&(和艾蒿'

%%'(%:

$

%&$

"

$)%$

&(#其中#超过一半患者

$

4*'*(:

&对
%

种及以上过敏原过敏#见表
$

#各种过敏原阳性

率分布见表
%

)

B'B

!

不同的年龄组患者过敏原检测结果
!

婴幼儿组前三位的

过敏原分别为淡水鱼组合$

&4'AA:

&*鸡蛋白$

&)'+@:

&和牛奶

$

%4'%):

&%青少儿组前三位的过敏原分别为艾蒿$

**'(A:

&*

树组合$

&%'(A:

&和淡水鱼组合$

%&'&&:

&%中青年组前三位过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A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W;FX>NPSGJ

!

XIM

K

%)$A

!

Y/M'&+

!

Z/'$&



敏原分别为海鱼组合$

%+'(@:

&*淡水鱼组合$

%*'%&:

&和螃蟹

$

%*'$%:

&)老 年 组 前 三 位 的 过 敏 原 分 别 为 海 鱼 组 合

$

&A')+:

&*淡水鱼组合$

%@'%$:

&*螃蟹$

%+'*(:

&)各年龄组

间多数过敏原的阳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B'C

!

过敏原在过敏性疾病患者体内检出率与患者年龄之间的

关系
!

不同过敏原随过敏性疾病患者年龄增长#其阳性率变化

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结果显示#过敏性

疾病患者体内不同过敏原阳性率分布随年龄的变化可以分为

四个模式)模式一$图
$5

&!先升后降模式#婴幼儿时期该类过

敏原阳性率很低#青少儿时期该类过敏原阳性率显著增加并达

到极高值$

!

$

)')$

&#随着年龄进一步增加#中老年时期该类

过敏原阳性率又逐渐降低)所统计吸入性过敏原中
4):

比率

符合该规律$

FC%)

*

G$

*

Q$

*

I+)

*

Q(

&)模式二$图
$̀

&!上升模

式#随着年龄增加#该类过敏原在过敏性疾病患者体内阳性率

逐渐增加$

!

$

)')$

&#老年时期达到极高值)所统计食入性过

敏原中海鲜类符合该规律$

1%&

*

1C&&

*

1%*

&)模式三$图
$3

&!下

降模式#婴幼儿时期该类过敏原阳性率出现极值#随着年龄增

加#该类过敏原在过敏性疾病患者体内阳性率快速降低$

!

$

)')$

&到一定水平并不在变化$

!

%

)')4

&)所统计食入性过敏

原中肉蛋奶鱼及霉菌类符合该规律$

1$

*

1%

*

1C&*

*

1%A

*

1++

*

=C$

&)模式四$图
$!

&!不变模式$

!

%

)')4

&#不同年龄段过敏

性疾病患者体内该类过敏抗体无显著差异)所统计食入性过

敏原中花生和黄豆#以及吸入性过敏原中尘螨*屋尘*蟑螂和狗

上皮属于此类)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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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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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患者同时有
%

种或
%

种

!!!

以上混合过敏原的检出率

混合过敏原阳性个数
(

检出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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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过敏原阳性分布及不同年龄组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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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原 总阳性 婴幼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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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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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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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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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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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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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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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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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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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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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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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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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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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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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屋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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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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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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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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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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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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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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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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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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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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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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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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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

$'(&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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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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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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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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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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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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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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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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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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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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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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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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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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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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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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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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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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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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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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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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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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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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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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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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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

%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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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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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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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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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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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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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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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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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

('*%

%

)')4

黄豆
$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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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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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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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

)')4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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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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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A

&

%

$

)'*%

&

$

$

)'&A

&

4*')&

$

)')$

羊肉
$*

$

$'&A

&

A

$

4'(@

&

$

$

)'(A

&

$

$

)'%$

&

4

$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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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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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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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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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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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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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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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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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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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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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鱼组合
%A4

$

%('@&

&

**

$

&4'AA

&

&4

$

%&'&&

&

$$+

$

%*'4&

&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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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虾
$)*

$

$)'$@

&

$

$

)'+$

&

*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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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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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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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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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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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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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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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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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

表示先升后降模式%

`

表示上升模式%

3

表示下降模式%

!

表示不变模式)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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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原在过敏性疾病患者体内检出率与患者年龄之间的关系

C

!

讨
!!

论

!!

在过敏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中#过敏原检测是诊断的重

要依据)过敏原检测的主要目的包括两个方面!$

$

&明确过敏

原介导的疾病病因#从而为避免接触过敏原提供依据%$

%

&为可

能采取的特异性免疫治疗提供确切的过敏原种类'

%

(

'

因此#对

患儿进行过敏原检测对防治过敏性疾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显示#新疆地区过敏性疾病吸入性过敏原以艾蒿*

树组合和尘螨组合为主#食物过敏原以海鱼组合*淡水鱼组合*

螃蟹为主)本研究中超过一半过敏患者$

4*'*(:

&检出
%

种及

以上过敏原#因此过敏原作用时常以两种或两种以上同时致

敏#形成协同作用#导致症状的加重#同时#在脱敏治疗时#单一

过敏原脱敏治疗可能疗效不佳)

分组研究表明#婴幼儿组主要过敏原是食入物$鸡蛋*牛

奶*牛羊肉&#青少儿组过敏原以吸入物为主$艾蒿*树*矮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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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中青年与老年组主要过敏较为一致#以食入性海鲜类产品

$鱼*虾*螃蟹&为主)过敏性疾病的发展有其自然进程#即在婴

幼儿阶段#由食物过敏引 起皮肤*胃肠道和呼吸道症状比吸入

性过敏原更多见%儿童期后期形成对吸入性变应原过敏#更多

表现为过敏性鼻结膜炎和哮喘'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婴幼儿阶

段到儿童后期过敏原逐步由食入物转变为吸入物#与以往结果

较为一致'

&#A

(

)但是随年龄进一步增加#吸入性过敏原又逐渐

降低#转变为以海鲜类为主要代表的食物过敏反应)

对单一过敏原分析显示#不同过敏原随过敏性疾病患者年

龄增长#其阳性率变化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一定的规

律)本文总结出四类过敏原阳性检出率随年龄变化的模式#分

别为!先升后降模式*上升模式*下降模式和不变模式)本研究

结果显示#食物过敏原阳性率随年龄变化包含三种模式#吸入

性过敏原阳性率随年龄变化包含两种模式)婴幼儿常摄主食

$牛奶和鸡蛋&及本地区常见食物$牛肉和羊肉&类过敏原随着

年龄增加#其阳性率呈现.下降模式/%对于非产自本地区且生

活食谱中间断性摄入的食物类过敏原$海鱼*虾及螃蟹&#随着

年龄增加其阳性率呈现.上升模式/%对于食入性过敏原中的花

生和黄豆以及吸入性过敏原中的尘螨*屋尘*蟑螂*狗上皮和霉

菌组合#随着年龄增加其阳性率呈现.不变模式/%对于季节性

植物类$树组合*艾蒿*矮豚草&过敏原#随着年龄增加其阳性率

呈现.先升后降模式/)笔者分析#对过敏原首次接触时间*持

续接触频率以及过敏原产地等因素可能是导致过敏原阳性率

随患者年龄出现不同变化模式的主要因素!$

$

&鸡蛋*牛奶与鱼

肉类是婴幼儿首先接触的辅食#这正是在过敏性患儿阳性率最

高的一些过敏原)随着年龄增加#儿童活动能力及活动范围扩

大#接触外界吸入性物质的机会增加#在青少儿时期吸入性过

敏原称为最主要的过敏原)$

%

&持续性接触的过敏原随年龄增

加可得到逐步耐受)食物中的牛奶*鸡蛋*牛羊肉以及吸入物

中的季节性植物过敏原均在初次全面接触过敏原阶段#诱发对

标的过敏原反应率极大值出现#随后对该过敏原过敏率逐步降

低)$

&

&以海鲜为代表间断性接触的过敏原#其在过敏性疾病

患者中的阳性率持续增加#提示对过敏原的接触频率会显著影

响过敏进程)$

*

&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有同等概率接触的过敏

原#人群对其过敏率会稳定在一定水平)$

4

&控制年龄与接触

频率等因素#不同过敏原的阳性率间的差异性#作者推测可能

源自不同人群对该类过敏原的免疫性差异$遗传因素&)

过敏性疾病的干预研究显示'

$

#

A#$)

(

#着重于预防#才可能从

根本上改变过敏性疾病的自然进程)变应原过敏的出现情况

随年龄变化而改变#并且在不同的特应性疾病中表现不同#构

建不同地区过敏原阳性率随年龄变化模式谱#并对相关因素进

行深入研究将对过敏性疾病干预疗法的制订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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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布鲁氏菌血清学方法的评价

张国庆!韩
!

敏!韩来红!孙国芳!陈
!

晶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内蒙古呼伦贝尔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布鲁氏菌病三种血清学检测方法的检测性能%方法
!

将
A$@

例临床标本分别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8̀ #

7D

$&试管凝集试验"

U5D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U5

$检测!其结果采用贝叶斯分析得出三种检测方法的灵敏性和特异度的后

验分布%结果
!

8̀ 7D

&

U5D

&

[>WU5

三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分别为
)'@4)

&

)'+A*

&

)'@@*

!特异度分别为
)'@+&

&

)'@@)

&

)'@%&

%结

论
!

做大批量的布鲁氏菌抗体筛查
[>WU5

法是最好的选择#而
8̀ 7D

适合少量的标本的筛查!但可能出现一定的漏检#

U5D

非

常适合做筛查抗体阳性标本的复检%

关键词"布鲁氏菌病#

!

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

试管凝集试验#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贝叶斯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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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氏菌病是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
#

超敏反应性疾病#患

者可以出现多系统的损害#因此临床表现是复杂多样#缺乏特

异度#给临床的诊治带来了困难)因此找到快速*准确的检测

方法至关重要)从我国的布鲁氏菌病诊疗指南'

$

(中不难看出

血清学检测仍然是布鲁氏菌病实验室检测中的首选)本次研

究通过贝叶斯法分析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4

年
4

月至
(

用

三种方法!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8̀ 7D

&*试管凝集试验$

U5D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U5

&检测的数据#从而得到三种检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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