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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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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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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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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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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秀清#王昌生#杜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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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并发感染患者血清
X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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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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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反应蛋白水平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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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院感染学

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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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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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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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臧学峰#陈炜#等
*

血中炎性指标水平与细菌性血流

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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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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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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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含#王永堂#卢良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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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cZK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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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素原和
K;

反应蛋白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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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

与
XK0

在糖尿病

足感染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评估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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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李波#胡海艳#邬文燕#等
*

万州地区
4,4

例儿童过敏原检测结果及意义分析$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4

#

#7

'

4

(!

77,;777*

!短篇论著!

万州地区
4,4

例儿童过敏原检测结果及意义分析

李
"

波!胡海艳!邬文燕!宋
"

敏#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检验科!重庆
3+3+++

$

""

摘
"

要"目的
"

对万州地区
4,4

例儿童过敏原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筛选相关过敏原!并探讨万州地区儿童

过敏性疾病与研究对象性别%年龄%地域及季节的关系!为临床儿童过敏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

运用德国敏筛过敏原检测仪及其过敏原诊断试剂盒!采用免疫印记法检测研究对象血清中过敏原特异

性
S

O

$

抗体&结果
"

万州地区
4,4

例儿童过敏原检测结果!阳性率
64*)#5

!对阳性结果的过敏程度进行分级

统计!

(7

种过敏原以阳性
(

级占比例最大!阳性
"

级%

,

级较少!且均分布于食入性过敏原!为鸡蛋白%虾%蟹&

对
(7

种过敏原的检测中!户尘螨阳性率最高!占
)4*465

!而牛奶%狗毛皮屑%猫毛皮屑及鸡蛋白%蟹次之!亦占

了较高的比例#男女性别过敏原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婴幼儿组食入性过敏高于吸入性

过敏!学龄前儿童组及学龄期儿童组吸入性过敏高于食入性过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随着年龄的

增长!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呈增高趋势!而食入性过敏原阳性率逐渐降低&城镇组食入性过敏阳性率高于吸入

性过敏!而乡村组吸入性过敏阳性率则高于食入性过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夏秋季阳性率高于

春冬季!春冬季组食入性过敏高于吸入性过敏!而夏秋季组吸入性过敏高于食入性过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万州地区过敏体质儿童比例较大!引起过敏性疾病的主要过敏原为户尘螨%牛奶%狗猫毛皮

屑及鸡蛋白%蟹&不同性别间过敏原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过敏原阳性率则与儿童年龄%地域分布及季

节间存在相关性&

关键词"万州地区#

"

儿童#

"

过敏原检测

!"#

!

(+*#7,7

"

8

*9//:*(,6#;3(#+*)+(4*+4*+#+

中图法分类号"

'6)7

文章编号"

(,6#;3(#+

"

)+(4

$

+4;+77,;+3

文献标识码"

Z

""

过敏性疾病又称变态反应性疾病#是指机体对接

触的某些致敏物质初次应答致敏后#再次接触相同致

敏物质刺激时#所出现的一种以生理功能紊乱或组织

细胞损伤为主的异常免疫应答的疾病&过敏性疾病

从新生儿到老年人的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发生#往往

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

(

%

&儿童过敏性疾病主要有过

敏性休克)皮肤荨麻疹)湿疹)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

喘)过敏性肠炎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的诊治#较对

症治疗更重要的是检测出具体的致敏物质#并避免与

之接触#以达到预防的目的&因此#检测过敏原)分析

+

,7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4

年
3

月第
#7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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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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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9@)+(4

!

D̂@*#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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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检测结果对儿童过敏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对
)+(,

年
)

月至
)+(6

年
(

月来本

院检测过敏原的
4,4

例儿童的过敏原检测结果进行

了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6

年
(

月因

疑似过敏性疾病而来本院筛查过敏原的患儿过敏原

检测结果资料
4,4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3E

至
(3

岁#平均年龄'

6*++g+*74

(岁&按年龄

分组!婴幼儿'

+

$

)

岁(

(,)

例#学龄前儿童'

%

)

$

,

岁(

#(#

例#学龄期儿童'

%

,

$

(3

岁(

#7#

例*按城乡分

组!来自于城镇的儿童
34)

例#来自于乡村的儿童
#4,

例*按季节分组!春季'

)

$

3

月(

(47

例#夏季'

"

$

6

月(

)3,

例#秋季'

4

$

(+

月(

)#)

例#冬季'

((

月至次年
(

月(

)+(

例&所有研究对象均经过病史询问#排除既往

有心)肝)脾)肾等重要器官及内分泌系统疾病儿童#

排除应用影响
S

O

$

水平的药物#如激素)免疫制剂药

等的儿童&

D*E

"

仪器及试剂
"

仪器!德国敏筛过敏原检测仪及

配套软件#孵育暗盒#具固定频率的混匀仪&试剂!敏

筛过敏原诊断试剂盒&

D*F

"

方法
"

抽取每位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各
#>V

#

选用枸橼酸盐作为抗凝剂的抗凝管&

)P

内将血标本

以
3+++I

"

>9:

离心
(+>9:

分离取血清#避免脂血)

溶血)黄疸及脂浊的血标本#采用免疫印记法检测血

清中过敏原特异性
S

O

$

抗体#整个操作均严格按照敏

筛过敏原诊断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所有数据均在

室内质控在控条件下获得&

D*G

"

检测过敏原种类
"

依据敏筛过敏原诊断试剂盒

说明书#检测过敏原共
(7

种&其中#吸入性过敏原
(+

种#包括!户尘螨)屋尘)桑树)猫毛皮屑)狗毛皮屑)蟑

螂)苋)草花粉'矮豚草)艾蒿)草)藜()树花粉'桦

树)槭树)栎树)榆)柳)枫)三角叶杨)法国梧桐)柏树)

胡桃()霉菌'点青霉)分枝孢霉)交链孢霉)烟曲霉)黑

曲霉(*食入性过敏原
7

种#包括!牛奶)鸡蛋白)虾)

蟹)贝)牛肉)芒果)菠萝)腰果&

D*J

"

结果判读
"

依据敏筛过敏原诊断试剂盒说明

书#判读标准如下&阴性无过敏!血清总
S

O

$

抗体浓

度
&

+*#"JY

"

V

*阳性
(

级!血清总
S

O

$

抗体浓

度
%

+*#"

$

+*6JY

"

V

#阳性
)

级!血清总
S

O

$

抗体浓

度
%

+*6

$

#*"JY

"

V

#阳性
#

级!血清总
S

O

$

抗体浓

度
%

#*"

$

(6*"JY

"

V

#阳性
3

级!血清总
S

O

$

抗体浓

度
%

(6*"

$

"+*+JY

"

V

#阳性
"

级!血清总
S

O

$

抗体浓

度
%

"+*+

$

(++*+JY

"

V

#阳性
,

级!血清总
S

O

$

抗体

浓度
%

(++*+JY

"

V

&

D*O

"

统计学处理
"

$LFC@

表格录入各组数据#运用

=X==(7*+

统计学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率'

5

(表示#两组或多组数据之间阳性率的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D

"

4,4

例儿童敏筛过敏原检测阳性结果分布情况

"

对万州地区
4,4

例儿童过敏原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总阳性例数
,67

例#阳性率
64*)#5

&

(7

种过敏原中

户尘螨阳性率最高#占
)4*465

#而牛奶)狗毛皮屑)猫

毛皮屑及鸡蛋白其次#亦占了较高的比例#分别为
))*

,45

)

(+*#(5

)

7*3#5

)

4*,75

&在
(+

种吸入性过敏

原中#阳性率居前
#

位的是户尘螨)狗毛皮屑)猫毛皮

屑*而在
7

种食入性过敏原中#阳性率居前
#

位的是

牛奶)鸡蛋白)蟹&对阳性结果的过敏程度分级统计

显示#

(7

种过敏原以阳性
(

级占比例最大#阳性
)

级)

#

级)

3

级次之#而阳性
"

级)

,

级较少#且均分布于食

入性过敏原#为鸡蛋白)虾)蟹&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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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儿童过敏原敏筛检测阳性结果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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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

过敏原在不同性别的比较
"

男性阳性例数
#77

例#阳性率
67*#)5

#女性阳性例数
)4+

例#阳性率

6,*6(5

#对过敏原在不同性别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过敏原在不同性别的比较&

1

$

5

%'

组别 过敏原结果阳性 过敏原结果阴性
!

)

!

男
#77

'

67*#)

(

(+3

'

)+*,4

(

+*436 +*#"6

女
)4+

'

6,*6(

(

4"

'

)#*)7

(

E*F

"

不同过敏原在不同年龄组的比较
"

所有研究对

象按年龄分为
#

组!婴幼儿组)学龄前儿童组)学龄期

儿童组#其阳性例数分别为
(+4

例'

,,*,65

(#

)"6

例

'

4)*((5

(#

#(3

例'

67*7+5

(#阳性率以学龄前儿童最

高&婴幼儿组内#食入性过敏高于吸入性过敏#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学龄前儿童组及学龄期儿

童组内#吸入性过敏高于食入性过敏#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吸入性过敏原阳

性率呈增高趋势#而食入性过敏原阳性率逐渐降低&

见表
#

&

表
#

""

不同过敏原在不同年龄组的比较&

1

$

5

%'

组别
1

吸入性过敏原 食入性过敏原
!

)

!

婴幼儿组
(+4 #7

'

#,*((

(

,6

'

,(*6+

(

(3*") +*++

学龄前儿童
)"6 (,#

'

,#*3)

(

(##

'

"(*6"

(

6*(6 +*+(

学龄期儿童
#(3 )+)

'

,3*##

(

(++

'

#(*4"

(

,,*#, +*++

E*G

"

不同过敏原在不同地域组的比较
"

研究对象按

地域分为
)

组!城镇)乡村&对阳性例数进行分组统

计!城镇
#64

例'

64*3)5

(#乡村
#+(

例'

66*745

(&

在城镇组内#食入性过敏阳性率高于吸入性过敏#而

在乡村组#吸入性过敏阳性率则高于食入性过敏#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3

&

表
3

""

不同过敏原在不同地域组的比较&

1

$

5

%'

组别
1

吸入性过敏原 食入性过敏原
!

)

!

城镇
#64 ("3

'

3+*63

(

)##

'

,(*,3

(

##*+3 +*++

乡村
#+( (6,

'

"4*36

(

(#(

'

3#*")

(

(#*3, +*++

表
"

""

不同过敏原在不同季节组的比较&

1

$

5

%'

组别
1

吸入性过敏原 食入性过敏原
!

)

!

春季
()4 ",

'

3#*6"

(

63

'

"6*4(

(

"*+, +*+)

夏季
)(( (36

'

,7*,6

(

6,

'

#,*+)

(

36*73 +*++

秋季
(74 (#+

'

,"*,,

(

4+

'

3+*3+

(

)"*#" +*++

冬季
(3) "4

'

3+*4"

(

4,

'

,+*",

(

((*+3 +*++

E*J

"

不同过敏原在不同季节组的比较
"

研究对象按

季节分春)夏)秋)冬
3

组#每组阳性例数分别为!春季

()4

例'

,6*6)5

(#夏季
)((

例'

4"*665

(#秋季
(74

例

'

4"*#35

(#冬季
(3)

例'

6+*,"5

(&春冬季阳性率大

致相等#夏秋季阳性率高于春冬季&春冬季组内#食

入性过敏高于吸入性过敏#而夏秋季组内#吸入性过

敏高于食入性过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F

"

讨
""

论

""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

的生活节奏及方式不断改变#生活和工作压力不断增

大#致使许多原来不过敏的人群逐渐演变成具有过敏

体质的人#使潜在的过敏人群不断扩大$

)

%

*同时#随着

科技)医疗水平的提高#许多原来未认识到的过敏现

象逐渐被揭示出来#过敏的发生和发现越来越多#过

敏和抗过敏已成为现代人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严峻挑

战$

#

%

&儿童#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对其过敏性疾病的

防治更应引起重视&

本研究收集万州地区儿童过敏原检测结果
4,4

例#并对其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万州儿童过敏

性疾病阳性率
64*)#5

#提示本地区多数儿童为过敏

性体质#家长及社会须引起重视&而对患儿过敏程度

进行分级统计#阳性
(

级比例最大#

"

级)

,

级较少#且

均分布于食入性过敏原#为鸡蛋白)虾)蟹#可能与儿

童免疫系统发育尚未完全)体内分泌型
S

O

<

含量少及

蛋白水解酶缺乏有关$

3

%

&对
(7

种过敏原的检测#户

尘螨阳性比率最高#占
)4*465

#这与孟文霞等$

"

%对石

家庄地区的研究一致#表明户尘螨为诱发儿童过敏性

疾病的主要过敏原&牛奶)狗毛皮屑)猫毛皮屑亦占

了较高的比例#可能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牛奶已成为

儿童的常用饮品及喜爱豢养猫狗的家庭越来越多有

关&因此#注意房屋采光)保持通风干燥及室内环境

卫生#常晒被褥)枕芯)棉衣)毛衣)羽绒服等#减少螨

虫暴露#管理好或不养猫狗是防治儿童过敏性疾病的

一个有效措施$

,

%

&过敏原在不同性别的比较#男性阳

性率
67*#)5

#女性阳性率
6,*6(5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提示过敏原引起过敏性疾病与性别无

差异&不同过敏原在不同年龄组的分析#婴幼儿组食

入性过敏高于吸入性过敏#而学龄前儿童组及学龄期

儿童组吸入性过敏高于食入性过敏#且随着年龄的增

长#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呈增高趋势#而食入性过敏

原阳性率逐渐降低#这与国内许健等$

6

%对成都地区的

研究报道结果一致&食入性过敏原阳性率逐渐降低#

原因可能为!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免疫系

统逐渐完善#对过敏原的耐受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

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家长刻意让过敏体质的孩子避

免接触相关食物$

,

%

&而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呈增高

趋势#则可能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户外活动增多#

因而接触吸入性过敏原的概率大大增加有关&因此#

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应侧重不同的预防方法&不同

过敏原在不同地域组的比较#城镇组食入性过敏阳性

率高于吸入性过敏#考虑与城镇儿童生活水平较乡村

儿童高#进食牛奶)鸡蛋)虾)蟹等过敏原性食物的概

率相对较多有关#而乡村组吸入性过敏阳性率则高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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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性过敏#则可能与乡村的绿色生态环境#儿童接

触花草树木的概率较城镇儿童多有关&儿童过敏有

较强的季节规律#春冬季阳性比率大致相等#夏秋季

阳性比率高于春冬季&春冬季食入性过敏高于吸入

性过敏#而夏秋季吸入性过敏高于食入性过敏&这可

能与三峡库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秋季温度舒适#

阳光充沛#适合户外活动#且夏秋季较春冬季节#可供

食入的蔬菜)瓜果等种类更丰富有关$

4

%

&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地区儿童引起过敏性疾病的

主要过敏原筛查分析及过敏原阳性率与儿童年龄)地

域分布及季节间存在规律的相关性研究#为临床医生

对过敏性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了有效的指导依据#

亦为本地儿童过敏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了有理有据的

健康教育素材#对减少本地区儿童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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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血糖及三酰甘油检测在急性胰腺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韩晓禹!文洪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北京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K

反应蛋白"

K'X

$%血糖"

%VY

$%三酰甘油"

0%

$在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诊断应用价

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3

月该院收治的急性胰腺炎患者
,+

例!设为观察组&根据患者疾病严

重程度将患者分为重症胰腺炎组"

1f)(

$和轻型胰腺炎组"

1f#7

$&取同期入院健康体检者
,+

例!设为对照

组&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散色法测定
)

组
K'X

水平#采用氧化法测定
)

组
%VY

水平#采用贝克曼
<Y"4)(

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

组
0%

水平!将上述指标与急性胰腺炎腹痛%呕吐%高热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

观察组

K'X

%

%VY

及
0%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中重症胰腺炎组
K'X

%

%VY

及
0%

水平均高于轻型胰腺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中重症胰腺炎组腹痛%呕吐%高热%恶心持续时

间均长于轻型胰腺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相关性研究显示'急性胰腺炎患者腹痛%呕吐%高热%恶

心等与
K'X

%

%VY

及
0%

水平呈正相关性&结论
"

将
K'X

%

%VY

及
0%

水平联合测定用于急性胰腺炎患者诊

断中效果理想!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K

反应蛋白#

"

血糖#

"

三酰甘油#

"

急性胰腺炎#

"

诊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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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属于消化系统

急症#具有发病率高)致死率高)病情变化快等特点#

发病早期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诊断)治疗#将会引

起多种并发症#严重者甚至会引起多器官功能障

碍$

(

%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

变#急性胰腺炎发生率呈上升及年轻化趋势&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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