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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79 例眼科门诊患儿血清过敏原检测结果及分析

向飞艳，高雯琪，郑好，向赟，肖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生物样本库，武汉 430016)

[摘　要] 目的：了解武汉儿童医院眼科门诊患儿过敏原筛查及检出情况，为眼科门诊患儿过敏临床诊疗及

流行病学防治提供统计学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在武汉儿童医院就诊的眼科门诊行过敏原筛

查的患儿，共纳入2 179例，按照年龄、性别、检测时间进行分组，比较不同组别过敏原分布情

况。结果：2 179例患儿中，共检出1 406例阳性，总体阳性率为64.53%，其中吸入性过敏原总阳

性率为52.41%，食入性过敏原总阳性率为35.75%(同一患儿存在多重过敏原)。吸入性过敏原中狗

毛阳性率最高(26.11%)，其次为螨(24.83%)、猫毛(10.92%)、霉菌组合(8.77%)、榆树(5.00%)、梧

桐(5.00%)。食入性过敏源中牛奶阳性率最高(14.55%)，其次为鸡蛋(12.62%)、大豆(10.74%)、蟹

(6.42%)、花生(4.50%)。不同性别患儿总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段患儿

螨、霉菌组合、狗毛、猫毛、牛奶和虾阳性检出率以及不同季节狗毛、牛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眼科门诊患儿中，狗毛、螨、猫毛、牛奶、鸡蛋、大豆是主要的变应原。

不同年龄段、不同季节的患儿致病变应原有所不同。明确本地区眼科门诊患儿变应原及特点、变

化趋势，有利于针对变应性疾病获取有效资料和采取预防措施。

[关键词] 眼科门诊；吸入性过敏原；食入性过敏原；儿童

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serum allergens in 2 179 
outpatients of ophthalmology

XIANG Feiyan, GAO Wenqi, ZHENG Hao, XIANG Yun, XIAO Han

(Center of Biospecimen and Data Management, Wuhan Children’s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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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creening and detection of allergens in children at the ophthalmic clinic of Wuhan 

Children’s Hospital, and to provide statistical basi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epidemiological prevention 

of allergens in children in ophthalmic clinic.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of 2 179 children who 

were screened for allergens at the ophthalmic clinics of Wuhan Children’s Hospital. The children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age, sex and detection tim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llergens in different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 total of 1 406 positive children were detected in 2 179 cases. The overall positive rate was 64.53%. 



临床与病理杂志, 2020, 40(1) http://lcbl.amegroups.com68

过 敏 性 疾 病 也 称 超 敏 反 应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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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当机体再次接触相同致敏物质刺激时，出现

的一种以生理功能紊乱或组织损伤为主的异常免

疫反应的疾病[1]。2013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明确提

出：以过敏性疾病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由于发病早，病情易反复波动，临床表型复杂多

样，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关注的热点。过敏性疾

病影响儿童生活质量，导致严重全身过敏甚至会

危及生命[2]。

过敏性疾病的诊断除了结合病史和体格检查

外，还要结合实验室的过敏原筛查实验。过敏反

应的机制临床上可分为4型，其种 I型为速发型过

敏反应，主要由抗体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 ， I g E ) 介 导 ， 通 过 对 血 清 中 特 异 性 I g E 水 平 的

检 测 ， 可 以 了 解 患 儿 的 近 期 过 敏 情 况 ， 有 助

于 对 患 儿 进 行 有 效 的 预 防 和 针 对 性 治 疗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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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哮喘以及过敏性

哮喘等，也有部分儿童会以眼部症状为主，主要

表现为眼痒及眼部充血，其他症状缺乏特异性而

到眼科门诊就诊[4]。目前针对眼科门诊患儿的过敏

性研究资料不多见，本研究拟回顾性分析武汉儿

童医院眼科门诊患儿的过敏原筛查结果，了解武

汉儿童医院眼科门诊患儿的过敏原分布情况，为

临床医生的诊治提供客观证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收集 2 0 1 8 年 1 至 1 2 月在武汉市儿童医院眼科

门诊就诊的疑似过敏而进行过敏原检测的患儿，

临床症状可表现为眼痒、瞬目异常、揉眼、分泌

物增加、畏光和流泪等，体征可表现为睑结膜充

血 、 睑 结 膜 滤 泡 等 。 共 收 集 到 2  1 7 9 例 ， 其 中 男  
1 366例，女813例，男女比例1.64:1。年龄6个月至

14岁，其中0~2岁598例，3~6岁1 098例，7~14岁

483例。

1.2  方法

将收集到的患儿按照年龄进行分组，其中婴

幼儿组0~2岁；学龄前组3~6岁；学龄组7~14岁。

采集静脉血3 mL，分离血清后进行检测。采用苏

州浩欧博过敏原特异性IgE抗体筛查试剂盒，酶联

免疫法检测。所有检测均按照试剂说明书上的步

骤进行，检测过敏原20种，其中吸入性过敏原10
种，包括螨、蟑螂、霉菌组合、榆树、葎草、梧

桐、艾蒿、豚草、狗毛和猫毛，食入性过敏原1 0
种，包括小麦、花生、鸡蛋、大豆、牛奶、西红

柿、鳕鱼、虾、蟹和坚果。结果判断：依据过敏

原诊断试剂盒说明书，判读标准及具体结果提示

意义见表1。

The total positive rate of inhalation was 52.41%. The total positive rate of ingestion was 35.75%.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of inhalation allergens was dog hair (26.10%). The next was mite (24.83%), cat hair (10.92%), mold 

combination (8.77%), elm tree (5.00%), and Chinese parasol (5.00%).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of ingestion was 

milk (14.55%), followed by eggs (12.62%), soybeans (10.74%), crabs (6.42%), and peanuts (4.5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verall positive rate among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 The positive rate of mites, 

dog hair, cat hair and milk among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dog hair and milk in different 

season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Dog hair, mite, cat hair, milk, eggs and soybean are 

the main allergens in ophthalmic outpatients. Pathogenic allergens are different in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and in 

different seasons. To clarify the allergens,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rends of children in ophthalmic outpatients 

in this region is helpful for obtaining effective information and taking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allergic diseases. 

Keywords ophthalmic clinic; inhalation allergen; ingestive allergen; children

表1 特异性IgE水平及临床意义

Table 1 Specific IgE level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结果/(KU·L−1) 分级 结果判定 提示意义

<0.35 0 无或不能检出 不过敏

0.35~<0.70 1+ 低 可疑或轻度

0.70~<3.50 2+ 中 轻度过敏

3.50~<17.50 3+ 高 中度过敏

17.50~<50.00 4+ 特高 中度到重度

50.00~<100 5+ 特高 重度过敏

≥100.00 6+ 特高 特别严重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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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阳性率或构

成比来表示，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过敏原检测阳性结果分布情况

2 179例中，共检出1 406例阳性，总体阳性率

为64.53%，其中吸入性总阳性1 142例，阳性率为

52.41%；食入性总阳性779例，阳性率为35.75%(同

一 患 儿 存 在 多 重 过 敏 源 ) 。 吸 入 性 过 敏 原 中 狗

毛阳性率最高( 2 6 . 1 1 % )，其次为螨( 2 4 . 8 3 % )、猫

毛( 1 0 . 9 2 % )、霉菌组合( 8 . 7 7 % )、榆树( 5 . 0 0 % )、

梧桐 ( 5 . 0 0 % ) 。食入性过敏源中牛奶阳性率最高

(14.55%)，其次为鸡蛋(12.62%)、大豆(10.74%)、蟹

(6.42%)、花生4.50%(表2，3)。

2.2  不同性别过敏原检测结果

男性患儿中过敏原总体阳性率为64.49%，女性

患儿过敏原总体阳性率为64.58%(P>0.05)。男性吸入

性阳性率为52.71%，女性为51.90%(P>0.05)。男性

食入性阳性率为36.09%，女性为35.18%(P>0.05)。

男性螨的阳性率最高26.87%，其次为狗毛(23.87%)、

牛奶(14.49%)、鸡蛋(12.45%)、大豆(11.05%)、猫毛

(10.25%)、霉菌组合(9.08%)，女性中狗毛阳性率最

高(29.89%)，其次为螨(21.40%)、牛奶(14.64%)、鸡

蛋(12.79%)、猫毛(12.05%)、大豆(10.21%)、霉菌组

合8.24%(表4)。

2.3 不同年龄组过敏原检测结果

婴幼儿组中，狗毛阳性检出率为2 8 . 5 9 %，其

次是牛奶(15.72%)、鸡蛋(12.54%)、螨(11.04%)、

猫毛(10.03%)、大豆(9.69%)、霉菌组合(9.53%)；

学龄前组中螨30.24%，其次是狗毛(27.5%)、牛奶

( 1 6 . 4 8 % )、鸡蛋( 1 3 . 7 5 % )、猫毛( 1 2 . 7 5 % )、大豆

(11.75%)、霉菌组合(8.74%)；学龄组螨29.61%，其

次是狗毛(19.87%)、鸡蛋(9.94%)、大豆(9.73%)、

牛奶(8.69%)、蟹(8.07%)、猫毛(7.87%)、霉菌组合

(7.87%)。螨、霉菌组合、狗毛、猫毛、牛奶和虾

在不同年龄段的阳性率有差别，其中虾在学龄组检

出率最高，螨、猫毛和牛奶在学龄前组阳性率最

高，霉菌组合、狗毛在婴幼儿组最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表5)。

2.4  不同季节过敏原检测结果

依据武汉四季特点，按照春季(3~5月)，夏季

(6~8月)，秋季(9~11月)，冬季(12~2月)统计不同

季节患儿过敏原检出情况，采用卡方检验分别计

算2 0个变应原在不同季节中的阳性率，发现部分

过敏原的阳性受到季节影响，狗毛、牛奶、花生

和鳕鱼春季阳性率最高。其余指标季节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表6)。

表2 吸入性过敏原检出情况

Table 2 Test results of inhalation allergens

过敏原
检出结果/[例(%)]

合计阳性率/%
0 1+ 2+ 3+ 4+ 5+

螨 1 638 (75.17) 125 (5.74) 102 (4.68) 58 (2.66) 53 (2.43) 203 (9.32) 24.83

蟑螂 2 155 (98.90) 22 (1.01) 2 (0.09) 0 (0.00) 0 (0.00) 0 (0.00) 1.10

霉菌组合 1 988 (91.23) 187 (8.58) 4 (0.18) 0 (0.00) 0 (0.00) 0 (0.00) 8.77

榆树 2 070 (95.00) 100 (4.59) 7 (0.32) 2 (0.09) 0 (0.00) 0 (0.00) 5.00

葎草 2 129 (97.71) 47 (2.16) 1 (0.05) 0 (0.00) 1 (0.05) 1 (0.05) 2.29

梧桐 2 070 (95.00) 104 (4.77) 2 (0.09) 3 (0.14) 0 (0.00) 0 (0.00) 5.00

艾蒿 2 127 (97.61) 42 (1.93) 7 (0.32) 2 (0.09) 1 (0.05) 0 (0.00) 2.39

豚草 2 114 (97.02) 59 (2.71) 5 (0.23) 1 (0.05) 0 (0.00) 0 (0.00) 2.98

狗毛 1 610 (73.89) 225 (10.33) 274 (12.57) 55 (2.52) 10 (0.46) 5 (0.23) 26.11

猫毛 1 941 (89.08) 198 (9.09) 32 (1.47) 6 (0.28) 1 (0.05) 1 (0.05)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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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食入性过敏原检出情况

Table 3 Test results of ingestive allergens

过敏原
检出结果/[例(%)]

合计阳性率/%
0 1+ 2+ 3+ 4+ 5+

小麦 2 172 (99.68) 0 (0.00) 6 (0.28) 1 (0.05) 0 (0.00) 0 (0.00) 0.32

花生 2 081 (95.50) 82 (3.76) 14 (0.64) 0 (0.00) 2 (0.09) 0 (0.00) 4.50

鸡蛋 1 905 (87.43) 252 (11.56) 20 (0.92) 1 (0.05) 1 (0.05) 1 (0.05) 12.62

大豆 1 945 (89.26) 219 (10.05) 15 (0.69) 0 (0.00) 0 (0.00) 0 (0.00) 10.74

牛奶 1 862 (85.45) 268 (12.30) 41 (1.88) 4 (0.18) 4 (0.18) 0 (0.00) 14.55

西红柿 2 125 (97.52) 47 (2.16) 7 (0.32) 1 (0.05) 0 (0.00) 0 (0.00) 2.52

鳕鱼 2 115 (97.06) 57 (2.62) 6 (0.28) 0 (0.00) 0 (0.00) 1 (0.05) 2.94

虾 2 110 (96.83) 61 (2.80) 4 (0.18) 1 (0.05) 1 (0.05) 2 (0.09) 3.17

蟹 2 039 (93.58) 130 (5.97) 6 (0.28) 1 (0.05) 1 (0.05) 2 (0.09) 6.42

坚果 2 105 (96.60) 67 (3.07) 6 (0.28) 1 (0.05) 0 (0.00) 0 (0.00) 3.40

表4 不同性别患儿过敏原检出情况

Table 4 Detection of allergens in children of different sexes

过敏原
阳性检出结果/[例(%)]

P
男性(n=1 366) 女性(n=813)

螨 367 (26.87) 174 (21.40) <0.05

蟑螂 16 (1.17) 8 (0.98) >0.05

霉菌组合 124 (9.08) 67 (8.24) >0.05

榆树 70 (5.12) 39 (4.80) >0.05

葎草 31 (2.27) 20 (2.46) >0.05

梧桐 74 (5.42) 35 (4.31) >0.05

艾蒿 39 (2.86) 13 (1.60) >0.05

豚草 43 (3.15) 22 (2.71) >0.05

狗毛 326 (23.87) 243 (29.89) <0.05

猫毛 140 (10.25) 98 (12.05) >0.05

小麦 5 (0.37) 2 (0.25) >0.05

花生 67 (4.90) 31 (3.81) >0.05

鸡蛋 170 (12.45) 104 (12.79) >0.05

大豆 151 (11.05) 83 (10.21) >0.05

牛奶 198 (14.49) 119 (14.64) >0.05

西红柿 32 (2.34) 22 (2.71) >0.05

鳕鱼 43 (3.15) 21 (2.58) >0.05

虾 44 (3.22) 25 (3.08) >0.05

蟹 82 (6.00) 58 (7.13) >0.05

坚果 42 (3.07) 32 (3.9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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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季节患儿过敏原检出情况(%)

Table 6 Detection of allergens in children in different seasons (%)

过敏原 春季(n=727) 夏季(n=558) 秋季(n=389) 冬季(n=505) P

螨 25.45 28.49 24.16 20.39 >0.05

蟑螂 1.78 0.72 0.77 0.79 >0.05

霉菌组合 10.32 8.06 9.25 6.93 >0.05

榆树 5.08 3.58 4.37 6.93 >0.05

葎草 2.75 3.40 1.28 1.18 >0.05

梧桐 5.91 4.65 4.11 4.75 >0.05

艾蒿 3.02 2.86 1.03 1.98 >0.05

豚草 3.57 3.40 2.31 2.17 >0.05

狗毛 29.98 18.46 25.96 29.11 <0.05

猫毛 11.14 10.39 9.25 12.47 >0.05

小麦 0.55 0.53 0.00 0.00 >0.05

花生 6.18 4.48 4.63 1.98 <0.05

鸡蛋 11.69 14.87 11.05 12.47 >0.05

大豆 13.20 10.21 7.71 10.09 >0.05

牛奶 20.36 14.51 7.71 11.48 <0.05

西红柿 3.30 2.32 1.54 2.18 >0.05

鳕鱼 5.22 2.68 0.77 1.58 <0.05

虾 3.85 3.94 2.83 1.58 >0.05

蟹 8.94 6.27 3.96 4.95 >0.05

坚果 3.03 4.12 3.08 3.36 >0.05

组别 小麦 花生 鸡蛋 大豆 牛奶 西红柿 鳕鱼 虾 蟹 坚果

婴幼儿组 0.33 5.18 12.54 9.69 15.72 2.34 3.01 2.17 5.02 4.01

学龄前组 0.46 4.92 13.75 11.75 16.48 2.45 2.73 3.01 6.47 3.09

学龄组 0 2.69 9.94 9.73 8.69 2.69 3.31 4.76 8.07 3.31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5 不同年龄组患儿过敏原检出情况(%)

Table 5 Detection of allergens in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

组别 n 螨 蟑螂 霉菌组合 榆树 葎草 梧桐 艾蒿 豚草 狗毛 猫毛

婴幼儿组 598 11.04 0.67 9.53 3.34 1.51 4.68 3.34 2.68 28.59 10.03

学龄前组 1 098 30.24 1.55 8.74 5.46 3.01 4.92 2.37 3.64 27.5 12.75

学龄组 483 29.61 0.62 7.87 6 1.66 5.59 1.24 1.86 19.87 7.87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发生过眼部过敏，过敏

性结膜炎在儿童中有较高的患病比例，且不断增

高 [5]。在美国，9.7%的儿童患有过敏性结膜炎 [6]。

临床上，眼科医生会根据症状、家族史和个人病

史做出诊断，准确采集患儿病史有助于确定患儿

过敏原 [ 7 ]。引起过敏性结膜炎的过敏原有很多，

主要有灰尘、尘螨、动物毛发等，其次还有常与

眼部接触的香水、化妆品、隐形眼镜及其护理液



临床与病理杂志, 2020, 40(1) http://lcbl.amegroups.com72

等，这些过敏原进入眼睛，会导致眼结膜肥大细

胞释放出组织胺等致敏因子，而这些致敏因子又

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张，导致眼部产生红、肿、痒

的症状[8]。其中奇痒难忍是很多过敏性结膜炎患者

较明显的感受，此外还会出现结膜充血、眼睑皮

肤红肿、眼部分泌物增多等症状，这些症状随着

季节变换反复发作。儿童本身抵抗力比较低，有

的患儿除了眼部不适症状外，身体还会产生其他

过敏症状，如鼻炎、哮喘等[9]。

找到过敏原，避免接触过敏原才是硬道理。

明确患儿的过敏原，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合理

用药及特异性免疫治疗对于过敏患儿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但过敏原的检测并不是过敏性疾病诊

断的金标准，结合患儿临床及过敏原检测结果更

有利于诊断过敏性疾病。过敏原检测方法主要包

括体内实验和体外实验 [10]。体内实验主要有皮肤

点刺实验，斑贴试验等，体外实验主要是特异性

Ig E检测，总 Ig E检测，食物不耐受检测等。特异

性IgE检测机制是人体针对不同的变应原产生不同

的特异性 Ig E抗体，通过测定特异性 Ig E来确定引

起 I型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变应原。特异性 Ig E检测 
值≥0.35 KU/L表明结果阳性，提示患者对某种过

敏原过敏。特异性IgE检测对变态反应、寄生虫病

与皮肤过敏等疾病的诊断有重要提示作用，对寻

找变应原有重要意义[11]。

有研究者 [12]统计了2013年北京儿童医院3 160
例 住 院 患 儿 的 过 敏 原 半 定 量 筛 查 结 果 ： 总 体 阳

性率为 7 1 . 6 % ，最常见的吸入性过敏原种类是螨

( 1 1 . 1 % )、屋尘( 1 0 . 6 % )和真菌混合( 8 . 0 % )，食入

性过敏原最常见的是牛奶( 9 . 5 % )、鸡蛋白( 4 . 1 % )
和牛肉 ( 2 . 2 % ) 。国外资料 [ 1 3 ]报道：美国小于 1 岁

儿童牛奶过敏发病率为2.0%~7.5%，小于5岁儿童

食物过敏的发病率为5 . 0 %，青少年和成人发病率

为 4 . 0 % 。日本 [ 1 4 ]1 岁内婴儿食物过敏的发病率为

5 . 6 % ~ 1 3 . 1 % 。 来 自 欧 洲 1 4 个 国 家 1 7 个 中 心 的 对

3  0 3 4 例患者的多中心联合筛查 [ 1 5 ]发现：最主要

的致敏原有牧草花粉、尘螨、桦树花粉、猫毛、

蒿 草 、 橄 榄 树 花 粉 和 蟑 螂 等 ， 其 中 尘 螨 排 在 第

二 位 。 本 研 究 统 计 了 武 汉 市 儿 童 医 院 2  1 7 9 例 在

眼科就诊的疑似过敏患儿的过敏原，结果显示：

眼科门诊患儿过敏原总体阳性检出率为64.53%，

吸 入 性 过 敏 原 总 体 阳 性 检 出 率 为 5 2 . 4 1 % ， 吸 入

性过敏原中狗毛阳性率最高( 2 6 . 1 0 % )，其次为螨

( 2 4 . 8 3 % ) 、猫毛 ( 1 0 . 9 2 % ) 、霉菌组合 ( 8 . 7 7 % ) 、

榆树( 5 . 0 0 % )、梧桐( 5 . 0 0 % )。食入性过敏原总体

阳性率35.75%，其中牛奶最高(14.55%)，其次为

鸡蛋 ( 1 2 . 6 2 % ) 、大豆 ( 1 0 . 7 4 % ) ，蟹 ( 6 . 4 2 % ) 和花

生 ( 4 . 5 0 % ) 。对阳性结果的阳性程度分级统计显

示：20种过敏原以阳性1级占比最大，阳性2级，

3 级， 4 级次之，而阳性 5 级较少，与其他过敏原

不 同 的 是 ， 螨 阳 性 程 度 中 5 级 最 大 。 本 研 究 结 果

中狗毛阳性所占比例最高，这可能与近年来武汉

地区越来越多的人饲养狗等宠物有关。宠物的毛

发、分泌物及携带的细菌可能随空气传播，导致

儿童接触到各类过敏原的风险大大提高。同时，

在对螨的阳性程度分级中，螨5级阳性最大，达到

9.32%，提示户尘螨在诱发患儿过敏中的主要作用

及程度，因此注意房屋采光、保持通风干燥及室

内环境卫生，减少螨虫暴露是预防患儿过敏性眼

病的一个有效措施。本研究同时显示：患儿食入

性过敏原中检出较高的是牛奶、鸡蛋和大豆，可

能与武汉地区儿童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有关。

武汉处于中部地区，饮食中牛奶、鸡蛋和大豆较

多，而鱼虾蟹较沿海城市少，因此牛奶、鸡蛋和

大豆阳性率高于虾、蟹。不同的过敏原存在性别

上的差异。本研究显示：男性中螨的阳性率最高

(26.87%)，其次为狗毛(23.87%)、牛奶(14.49%)、

鸡蛋( 1 2 . 4 5 % )、大豆( 1 1 . 0 5 % )、猫毛( 1 0 . 2 5 % )、

霉 菌 组 合 ( 9 . 0 8 % ) ； 女 性 中 狗 毛 阳 性 率 最 高

(29.89%)，其次为螨(21.40%)、牛奶(14.64%)、鸡

蛋(12.79%)、猫毛(12.05%)、大豆(10.21%)、霉菌

组合(8.24%)。螨、狗毛的阳性率在不同性别中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考虑是否和不同性别儿童的

教育、生活习惯有关？但是本研究结果显示：男

性和女性患儿总体过敏原阳性率一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与以往报道 [16]的男性比女性更易过敏

不一致，这可能与病例的纳入选择有关。

在不同的年龄段中，婴幼儿组狗毛阳性率为

28.59%，其次是牛奶(15.72%)、鸡蛋(12.54%)、

螨(11.04%)、猫毛(10.03%)、大豆(9.69%)、霉菌

组合 ( 9 . 5 3 % ) ；学龄前组中螨 3 0 . 2 4 % ，其次是狗

毛(27.5%)、牛奶(16.48%)、鸡蛋(13.75%)、猫毛

( 1 2 . 7 5 % ) 、大豆 ( 1 1 . 7 5 % ) 、霉菌组合 ( 8 . 7 4 % ) ；

学 龄 组 螨 2 9 . 6 1 % ， 其 次 是 狗 毛 ( 1 9 . 8 7 % ) 、 鸡

蛋 ( 9 . 9 4 % ) 、 大 豆 ( 9 . 7 3 % ) 、 牛 奶 ( 8 . 6 9 % ) 、 蟹

(8.07%)、猫毛(7.87%)、霉菌组合(7.87%)。虾在

学龄组检出率最高，螨、猫毛和牛奶在学龄前组

阳性率最高，霉菌组合、狗毛在婴幼儿组最高，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以 往 报 道 [ 1 7 ]发 现 ： 不 同 年

龄组过敏原的检出率有差别，可能与不同年龄段

的饮食结构特点，肠道发育情况，生活习惯和户

外活动均有关联。因此不同年龄段的患儿预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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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应侧重不同的预防方法。当然，检测结果阴

性并不能排除过敏的可能性，尤其是婴幼儿组，

临床医生在对过敏原结果解读时有待结合年龄、

家族史等综合判定。

在临床工作中，食物过敏导致的眼部过敏症

状如结膜炎的发生率可能没有本研究检出的阳性

率这么高，可能因为一部分患者虽然鸡蛋白、牛

奶或虾的过敏原结果呈阳性，但日常生活中进食

这类食物并无不适，提示食物过敏原可能与食物

成分、添加剂、体内代谢途径等有关 [18]。可以进

一步增加食物过敏原Ig G(食物不耐受)的检测 [19]，

而不是盲目主张患儿禁食此类食物。另外家长应

有意识地避免患儿接触喂养宠物，保持居家环境

清 洁 ， 尽 量 减 少 环 境 致 敏 因 子 对 患 儿 带 来 的 损

伤。过敏性疾病已成为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越

来越多的医院开始设置过敏反应专科。过敏原种

类繁多，因社会环境、生活习惯不同，不同地区

有其相应的特点。过敏原特异性IgE抗体在I型超敏

反应发生机制中起重要作用。IgE检测对过敏性疾

病的防治起关键性作用，且具有安全、灵敏、快

速和特异性好等优点，可为临床过敏性疾病的预

防和治疗提供辅助工作。但本研究的统计分析纳

入的是在眼科门诊疑似过敏而进行过敏原检测的

患儿，纳入的患儿是否合并其他过敏疾病尚未可

知，所以并不能确定筛查的结果就一定是导致患

儿眼部症状的病因，其他疾病因素也可能影响患

儿的眼部症状，应结合过敏原筛查结果和患儿的

临床症状、疾病史等进行综合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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