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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螨滴剂与盐酸奥洛他定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效果对比

胡颖星1，黄雪琴2

(1. 东莞台心医院眼科，广东 东莞 523128；2. 广东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科，广东 东莞 523808)

[摘　要]	 目的：比 较 粉 尘 螨 滴 剂 与 盐 酸 奥 洛 他 定 治 疗 过 敏 性 结 膜 炎 的 效 果 。方法：选 取 2 0 1 5 年 1 月 至

2 0 1 7 年 1 月期间东莞台心医院 8 0 例过敏性结膜炎患者，根据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 (盐酸奥洛

他定 ) 与观察组 ( 粉尘螨滴剂 )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症状及体征评分变化、临床疗效及治疗期间

不良反应。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治疗后症状及体征评分均明显减少( P< 0 . 0 5 )；与对照

组相比，观察组治疗的总有效率明显增高( P< 0 . 0 5 )；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 P> 0 . 0 5 )。结论：粉尘螨滴剂可明显改善过敏性结膜炎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具有较好的临床

疗效及治疗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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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comparison of dermatophagoides farina drops and 
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 in the treatment for allergic 

conjunctiv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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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dermatophagoides farina drops and 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 in 

the treatment for allergic conjunctiviti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allergic conjunctivit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were randomiz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rmatophagoides farina dro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 The score changes 

of symptoms and signs on pre- and post-treatment, 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symptoms 

and signs on post-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was obviously increas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in two groups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P>0.05). Conclus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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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结膜炎是临床常见的眼表过敏性疾病

之一，主要过敏原为植物花粉和尘螨。研究 [1-2]报

道：粉尘螨所致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病率约为20%。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工业的飞速发展，其发病

率也呈上升趋势，尤其在经济相对繁荣的珠三角

地区，其发病率可能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盐酸奥洛他定具有抗组胺、稳定肥大细胞的

双重药理作用，是目前唯一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

用于治疗眼部过敏疾病的药物，已成为临床治疗

过敏性结膜炎的首选药物[3]，但其对于反复发作、

重症过敏性结膜炎的疗效并不理想。过敏性结膜

炎属于结膜的超敏反应，主要由I型及IV型变态反

应引起。近年来，脱敏治疗越发受到重视。本研

究对8 0例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分别给予盐酸奥洛他

定滴眼和粉尘螨滴剂脱敏治疗，已取得较好的临

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 取 2 0 1 5 年 1 月 至 2 0 1 7 年 1 月 东 莞 台 心 医 院 
8 0 例 过 敏 性 结 膜 炎 患 者 ， 根 据 随 机 数 字 法 分 为

对照组(盐酸奥洛他定) 与观察组(粉尘螨滴剂)，

每组各40例。其中对照组男27例(52眼)，女13例 
( 2 6眼)，年龄5 ~ 4 3 ( 2 2 . 5 ± 6 . 3 )岁；观察组男2 6例 
(50眼)，女14例(25眼)，年龄5~42(22.3±5.7)岁。

纳入标准：有畏光、眼痒、流泪症状，眼红、结

膜充血、上睑结膜乳头及滤泡体征；变应原皮内

试验显示皮肤点刺试验阳性，且均为++以上。排

除标准：有严重心、肝、肺、肾功能障碍、免疫

缺陷、结缔组织疾病、精神系统疾病；哺乳或妊

娠期妇女。本研究经东莞台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

会审核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0.1%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国药准

字H20150047，美国Alcon公司)滴眼，1~2滴/次，

2次/d，间隔6~8 h以上，连续2周后停药，间断用

药 4 8 周；观察组舌下含服 1 ~ 5 号畅迪粉尘螨滴剂

(国药准字S20060012，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治疗，前期1~3周以递增剂量服用，1~3号

滴剂蛋白浓度分别为1，10，100 μg/mL，并于第

1~3周分别使用1~3号滴剂，于第4~5周服用4号滴

剂，其蛋白浓度为333 μg/mL，3滴/次，1次/d。

小于14岁患者，4号滴剂将作为维持期剂量持续服

用；大于14岁患者，于第6周使用5号滴剂，其蛋

白浓度为1 mg/mL，并将其作为维持剂量，治疗总

疗程48周。

1.3  观察指标

在入选患者第1天就诊时，详细询问其眼病史

和全身病史，填写过敏性结膜炎症状及体征评分

表。测定视力和眼压，行裂隙灯眼前节检查。

1.3.1  眼部症状评分

于治疗前、治疗4 8周后，根据眼痒、流泪、

畏光、眼部异物感等症状严重程度，对患者眼部

症状进行评分[4]，将其分为无症状、轻度症状、中

度症状、重度症状，按0~3计分。

1.3.2  眼部体征评分

于治疗前、治疗48周后，根据睑结膜乳头、睑

结膜滤泡、分泌物、球结膜充血、睑结膜充血、穹

隆部结膜充血、结膜水肿、角膜缘情况、角膜上皮

情况、眼周组织的充血水肿等体征严重程度，对患

者眼部体征进行评分[5]，将其分为无症状、轻度症

状、中度症状、重度症状，按0~3计分。

1.3.3  临床疗效

显效：结膜病变症状消退，眼痒消失，结膜囊

内分泌物、乳头消失，结膜充血消退，颜色恢复正

常，无复发，眼部症状及体征评分降低90%以上；

有效：结膜病变症状缓解，结膜囊内分泌物、乳头

明显减少，结膜充血减轻，眼痒减退，眼部症状及

体征评分降低20%~90%；无效：结膜病变症状未改

善，且反复发作，眼部症状及体征降低不足20%。

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3.4  不良反应评估

全身不良反应评估标准参考文献[6]。观察和

treatment of dermatophagoides farina drops can significantly mitigat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in patients 

with allergic conjunctivitis, which yields higher clinical efficacy and treatment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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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主要包括胃肠道不

适、皮疹、腹泻、头痛等，甚至过敏性休克等。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

的计量资料，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

布则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行χ2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及体征评分

治疗前两组眼部症状及体征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

者治疗后患者眼部症状及体征评分明显减少，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治疗的总有效率明显

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两组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两组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轻微

不良反应：观察组1例口唇发麻、1例皮肤瘙痒，

1 例腹泻；对照组 1 例口唇发麻， 0 例皮肤瘙痒，  
1例腹泻。减轻用药剂量后，均自行缓解，未影响

正常治疗(表3)。

表1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及体征评分(n=40)

Table 1 Scores of symptoms and signs on pre- and post-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n=40)

组别
症状评分 体征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0.2±2.9 2.7±1.8 11.2±4.1 2.5±1.6

对照组 10.4±2.8 3.8±2.1 11.7±3.2 5.4±2.1

t 0.87 5.26 1.59 6.39

P >0.05 <0.05 >0.05 <0.05

表2 两组治疗的临床疗效比较(n=40)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wo groups (n=40)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8 10 2 95.0

对照组 17 13 10 75.0

χ2 6.27

P <0.05

表3 两组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n=40)

Table 3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between two groups (n=40)

组别 口唇发麻 皮肤瘙痒 腹泻 轻微不良反应/[例(%)]

观察组 1 1 1 3 (7.5)

对照组 1 0 1 2 (5.0)

χ2 0.21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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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只有避免接触过敏原，才能真正预防过敏性

结膜炎。然而外界环境的过敏原无法避免，因此

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常反复发作，需要反复甚至长

期用药。

滴盐酸奥洛他定眼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反复

给药方式，其通过双效非特异性的稳定肥大细胞

膜，避免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过敏介质；拮抗组

胺与受体结合，可缓解组胺引起的眼痒、眼红等

眼部过敏症状和体征。

特异性脱敏治疗主要使患者从低浓度到高浓

度逐步接触过敏原，从而耐受该过敏原，最终达

到不应答的免疫效果[7]。粉尘螨滴剂是粉尘螨代谢

培养基生理盐水浸出液，其脱敏治疗是一种舌下

特异性免疫治疗。通过特异性免疫治疗原理，减

少黏附因子及炎症细胞的浸润作用，继而有效控

制临床症状及体征，治疗变态反应性疾病。随着

变应原的纯化、治疗方法的改进，脱敏治疗的疗

效及安全性得到大幅提高，可明显减轻过敏性结

膜炎的临床症状[8]。同时，相比传统的皮下注射脱

敏治疗，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脱敏时间较短，避

免患者皮下注射的痛苦，症状轻者及儿童顺应性

显著提高。

粉 尘 螨 滴 剂 作 为 舌 下 含 服 脱 敏 治 疗 的 制 剂

药物，能明显降低淋巴细胞脱颗粒的改变，并能

改善机体免疫能力，发挥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经粉尘螨滴剂治疗后，

过敏性结膜炎症状及体征评分均明显减少，表明

粉尘螨滴剂治疗能明显改善过敏性结膜炎患者临

床症状及体征，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但因观察

时间尚短，且样本量少，远期疗效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在本研究中，两组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

良反应，仅出现口唇发麻、皮肤瘙痒、腹泻等轻

微不良反应；减轻用药剂量后，均自行缓解，未

影响正常治疗。针对过敏性结膜炎脱敏治疗过程

中的不良反应，应调整舌下脱敏的用药方案，使

其 递 增 速 度 减 慢 ， 使 其 递 增 阶 梯 变 长 、 梯 度 变

小。一旦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应立即启动应急方

案，并协同相关科室给予及时抢救 [ 9 ]。过敏性结

膜 炎 患 者 进 行 粉 尘 螨 滴 剂 脱 敏 治 疗 前 ， 应 做 好

健康宣教，确保患者严格遵医嘱使用药物剂量。

剂量升级阶段也应及时做好医患沟通，调整药物

剂量，实施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从而预防不良反

应的发生。

综 上 所 述 ， 粉 尘 螨 滴 剂 可 明 显 改 善 过 敏 性

结膜炎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治疗期间针对常

见的不良反应，应对患者做好心理疏导及健康宣

教，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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