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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比鼻息肉# *1,12X.26X,$ >N%与上颌窦后鼻孔息肉 #1*50.U(.1*12X.26X,$ H'N%变

应原检测结果的差异$以了解两种类型的鼻息肉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是否存在联系& 方法? 回顾性

分析 K$ 例 >N患者及 !" 例 H'N患者的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 # 9NM%的检测资料& 结果?K$ 例 >N患者

在 KK 种变应原中至少出现 ! 次变应原阳性的比例为 KB=&e # $% 例 % $而 !" 例 H'N患者中该比例为

#!=&e# & 例% (所有受试者对包括白色念珠菌'交链孢霉菌'松'咖喱'水果'肉类在内的等 !B 种变应原

均未出现过敏现象$而其他 $B 种变应原在所有 &! 例受试者中则至少出现了 ! 次阳性结果& 两组患者

采用秩和检验对此 $B 种变应原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H'N患者 9NM试验的阴性率明显高于 >N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Jm8GG%KKG $Dk%=%G % & 结论?>N与 H'N在变态反应学方面存在差异$两者的

病因和发病机制可能有区别&

关?键?词!鼻息肉(上颌窦后鼻孔息肉(变应原皮肤试验(变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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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息肉 # *1,12X.26X,$ >N% 及上颌窦后鼻

孔息肉 # 1*50.U(.1*12X.26X,$ H'N% 为耳鼻咽喉

科常见病$二者的发病均与变态反应有关& 本

文将回顾性地分析我科诊治的 K$ 例 >N患者

及 !" 例 H'N患者进行了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

#,:)* X0)U: 5+,5$ 9NM% $并利用等级资料的统计

学分析方法对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对比 >N

与 H'N是否存在变态反应方面的联系或区别$

结合文献报道试图初步探索变态反应在两种

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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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资料与方法

B=BC一般资料

选择 $%!% 年 ! 月 h$%!$ 年 !$ 月我院耳

鼻咽喉科门诊就诊并符合纳入标准的 >N和

H'N患者共 &! 例$其中包括 >N患者 K$ 例$

H'N患者!" 例& >N患者中男 $G 例$女 !B 例(

年龄 !& hC$ 岁$平均年龄K"=$ 岁(病程 !=G h

KG 年$平均 !$ 年& 其中 2G 例曾有鼻息肉摘除

手术史$$ 例为阿司匹林耐受不良合并支气管

哮喘患者$典型的主诉为反复鼻塞'流涕'偶有

脓涕'头痛及嗅觉障碍& H'N患者中男 C 例$

女 !! 例(年龄 " hKB 岁$平均年龄 $B=G 岁(病

程 $ h!! 年$平均 K 年$典型主诉为进行性鼻

塞'流涕'偶脓涕& 上述 &! 例患者均入院接受

手术治疗$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鼻息肉&

!=!=!?纳入标准?

$

纤维鼻咽镜检查'鼻窦

'M等检查支持 >N或 H'N诊断的患者(

%

我院

行手术治疗后病理检查确诊为息肉组织的患

者(

&

皮试前要求患者停止服用拟交感神经

类'抗组织胺类'皮质醇类'茶碱类药物 ! 周或

! 周以上&

!=!=$?排除标准?

$

近期接受过脱敏治疗或

使用过局部皮质激素类鼻喷剂'服用过抗过敏

药物的患者(

%

合并严重过敏性皮肤病无法接

受 9NM试验的患者(

&

患有全身性免疫性疾病

的患者&

B=DC方法

采用快速准 确 的 变 应 原 皮 肤 点 刺 试 验

# 9NM%方法$其变应原测试液为德国默克集团

生产的阿罗格系列产品$其中含 $$ 种吸入性

变应原测试液$包括动物毛 #仓鼠上皮'兔上

皮'狗上皮'猫上皮'豚鼠上皮 % '屋尘螨'粉尘

螨'德国小蠊'豚草'艾蒿'蒲公英'律草'藜'刺

槐'长叶车前草'松'新月弯孢属'特异青霉'白

色念珠菌'交链孢霉菌'烟曲霉菌'新疆一枝

黄'树 2#榛属'杨属'榆科'柳属 % '树 $ #桦木'

栎属'水青冈'悬铃木属 % '禾本科 #天鹅草'黑

麦草'鸭茅'梯牧草'龙须草'牛尾草 % '禾本

科D谷类#大麦'燕麦'黑麦'小麦 % ($$ 种食入

性变应原测试液$包括咖喱'水果'肉类'羊肉'

猪肉'鳕鱼'鲤鱼'小虾'凤梨'苹果'香蕉'草

莓'花生'桃子'番茄'核桃'葡萄'土豆'菠菜'

小麦粉'牛奶'鸡蛋& 共有 KK 种变应原液& 选

择双前臂掌侧为试验部位$要求患者双手臂放

松并平放于试验桌& 首先在双前臂的皮肤上

进行预先标记$标记部位相距约 K UQ$再用

BGe乙醇消毒相应部位的皮肤$如患者有酒精

过敏史换用生理盐水清洁& 待 $ Q)*$局部干

燥后将 KK 种待测变应原试液分别滴在标记部

位附近的皮肤上$将点刺针针尖垂直于前臂平

面并通过皮肤上的试液滴刺人皮肤表面$使少

量试液进入皮肤$此时应该注意尽量不要刺出

血& 相同的方法利用生理盐水进行点刺并作

为阴性对照$利用组胺液再进行点刺作为阳性

对照&

B=EC疗效评定

观察试验结果的时间应为变应原皮肤点刺

试验结束后 2G h$% Q)*& 判定标准根据默克公

司的产品使用说明书$点刺部位出现淡黄色皮

丘后$皮丘周围出现的红斑为阳性反应& 根据

出现的皮丘大小判定变态反应的程度$出现的

皮丘大小与组胺点刺出现的皮丘 #阳性对照 %

一样或相近的为# iii% $比组胺组更大的皮

丘定为 # iiii% $若占组胺组出现皮丘的

$ D# 为# ii% $占 ! D# 者为 # i% $与生理盐水

#即阴性对照%所产生的皮丘红斑相似的为阴

性& 以
#

# i%为变应原阳性反应$! 种或更多

种变应原皮试结果阳性为皮肤点刺试验阳性&

B=FC统计学分析

变应原梯度为等级分类资料$因本研究的

目的是 >N与 H'N两种疾病变应性差异的比

较$故采用两个独立样本比较的 [)2U.R.* 秩和

检验& 使用 9N99 !"=%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D

k%=%G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DC结果

两种疾病 KK 种变应原检测结果见表 ! 与

表 $ & K$ 例 >N患者中 $% 例 # KB=&e%有阳性

反应$其中 & 例有过敏性鼻炎病史$$ 例有阿司

匹林不耐受$# 例有哮喘病史& 单一变应原阳

性 # 例$$ 种及以上变应原阳性 !B 例$变应原

以吸人性变应原为主$而 !" 例 H'N患者中& 例

有阳性反应 # #!=&e% $单一变应原阳性 $ 例$

总共只有 !% 种变应原出现了阳性$且几乎每

一种只有 ! 例阳性患者$提示变态反应在本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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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可能不明显&

表 BC>N患者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的阳性反应
?#例%

序号 变应原
测试结果

i ii iii iiii

合计

! 粉尘螨 ! C ! 8 !%

$ 艾蒿 ! K ! # "

# 德国小蠊 8 G # 8 C

K 屋尘满 8 C 8 8 C

G 树 ! # # ! 8 B

& 蒲公英 $ # ! 8 &

B 大豚草 K ! 8 ! &

C 藜 8 ! # ! G

" 特异青霉 8 K 8 8 K

!% 新疆一枝黄 8 K 8 8 K

!! 小虾 $ $ 8 8 K

!$ 树 $ $ ! 8 8 #

!# 禾本科$谷类 8 $ ! 8 #

!K 刺槐 8 ! $ 8 #

!G 长叶车前草 8 $ ! 8 #

!& 新月弯孢属 8 $ ! 8 #

!B 禾本科 8 ! ! 8 $

!C 草 ! ! 8 8 $

!" 羊肉 $ 8 8 8 $

$% 猪肉 $ 8 8 8 $

$! 鳕鱼 $ 8 8 8 $

$$ 动物毛 8 ! 8 8 !

$# 烟曲霉菌 8 ! 8 8 !

$K 花生 ! 8 8 8 !

$G 核桃 8 ! 8 8 !

表 DCH'N患者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的阳性反应
?#例%

序号 变应原
测试结果

i ii iii iiii

合计

! 刺槐 8 $ 8 8 $

$ 树 ! ! 8 8 8 !

# 蒲公英 8 ! 8 8 !

K 藜 8 8 8 ! !

G 新疆一枝黄 ! 8 8 8 !

& 羊肉 ! 8 8 8 !

B 鳕鱼 ! 8 8 8 !

C 小虾 ! 8 8 8 !

" 小麦粉 8 ! 8 8 !

!% 鸡蛋 ! 8 8 8 !

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检测结果表明$KK 种

变应原中包括白色念珠菌'交链孢霉菌'松'咖

喱'水果'肉类'鲤鱼'凤梨'苹果'香蕉'草莓'

桃子'番茄'葡萄'土豆'菠菜'牛奶在内的!B 种

变应原$两组均未出现敏现象$其他 $B 种变应

原则有过敏现象出现& 因此$采用秩和检验对

两组研究对象$在这 $B 种变应原上的差异进

行比较$结果如下表所示$H'N组的阴性率高

于 >N组$而后者在 # i% ' # ii% ' # iii% '

# iiii%的阳性率高于前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Jm8G=%KKG$Dk%=%G% $见表 #&

表 EC两组患者变应原梯度比较

组别
变应原检测梯度

阴性 i ii iii iiii

J D

H'N G%$#"B="% &#!=$% K#%=C% %#%=%% !#%=$% 8G=%KKG k%=%%!

>N !%#K#"!=$% $##$=%% G&#K="% !&#!=K% G#%=K%

EC讨论

!&"! 年著名的荷兰解剖学家 ]/6,U( 描述

了 $ 例发生在上颌窦里的鼻息肉& !C"! 年

P/U:+0:1*W2描述了从上颌窦来源的'通过上颌

窦副孔突出于鼻道的息肉& l)22)1* 第一个详细

地描述了该病并把它单独列为区别于一般 >N

的特殊类型的鼻息肉疾病& H'N通常由茎蒂

与囊性两部分组成$在鼻息肉疾病中仅占 Ke

h&e

)!*

$'..: 等)$*发现此比例可高达!%=Ke$

几乎单侧发病$双侧罕见)#FK*

$上颌窦黏膜的炎

性改变及水肿导致本病的发生$可来自上颌窦

的下壁'上壁'后壁或内上壁$最常见的起源位

点是后壁 # "$e%

)G*

& 儿童与青少年是本病的

高发人群$其中儿童 >N患者中占的比例为

# ##e% $男性# B%e%多于女性$最常见的临床

症状为鼻塞与流涕$本病诊断并不难$鼻内镜

检查和计算机断层扫描 # 'M%即可确诊$治疗

方法为手术$内镜鼻窦手术为首选&

H'N的发病机制尚未明了$鼻窦的慢性炎

症及变态反应是可能的病因$但变态反应是否

是导致或促进该病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存在

较大争议& c0.,)*)等)&* 在对 $%% 例被确诊为

H'N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发现有 #Ge患者存

在过敏病史$ !%e患者有鼻窦感染病史& l1F

Q15( 等)B*研究了 $K 例 H'N患者的血清总 A7I$

鼻腔黏膜脱落细胞学涂片以及息肉组织分泌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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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 A7I含量$发现 H'N与 >N在变态反应方

面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然而国内的几项研究

提示变态反应在 H'N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不起

重要的作用$沈荣等)C* 对 K% 例 H'N及 B& 例

>N患者的息肉组织学进行比较$观察其中炎

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及黏膜下腺体的分布情

况& 结果显示 H'N组炎性细胞浸润明显高于

>N组$而嗜酸细胞的浸润在 H'N组明显少于

>N组$同时黏膜下腺体的出现在 H'N组明显

少于 >N组$提示 >N的发生与变态反应有关$

而 H'N则与变态反应关系不大& 李长青等)"*

采用 aI'H;FNH9 染色对 "& 例 H'N患者的息

肉及 #$% 例 >N患者的息肉组织进行观察& 结

果显示$在 "& 例 H'N患者中观察到鳞状上皮

细胞化生的例数明显高于 >N患者$而杯状细

胞化生'嗜酸性细胞浸润'黏膜下腺体增生的

例数比 >N患者的明显低$H'N组纤维型占明

显优势(>N组浸润型占明显优势$H'N是从呼

吸道上皮水肿肥厚而来$而不是由黏膜腺体结

构膨胀而来& 综上所述因各种因素发生的

鼻8鼻窦炎症$导致鼻道窦口复合体的解剖结

构及黏膜结构的异常$最终上颌窦内气压长期

处在很高的水平引起慢性损伤为目前学者们

比较认同的观点&

变态反应是引起慢性鼻8鼻窦炎 # U(0.*)U

0()*.,)*/,)5),$']9%与 >N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应

地在 ']9 与 >N患者中变应原检测结果的阳性

率也很高& 有研究发现 ']9 与变应性鼻炎关

系密切$长期的鼻黏膜变态反应促使鼻窦炎'

分泌性中耳炎等疾病的发生乃至出现 >N& 在

']9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解剖因素'黏液纤毛

清除系统的损伤'微生物感染'除此之外的其

他炎症条件$尤其是速发型变态反应均被认为

是促发或加重疾病的不利因素& 变态反应可

以造成鼻腔及鼻窦黏膜的水肿$水肿引起窦口

的阻塞$各种感染因素在此基础上趁虚而入&

有学者发现在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 # 9NM%阳性

的 ']9 患者中$辅助性 M淋巴细胞数量增多$

但是在皮肤试验阴性的 ']9 患者中$则没有这

种情况出现$提示变态反应可能在加重 ']9 的

病情方面发挥着作用)!%*

&

根据收集的临床资料与大量文献资料$本

论文首先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N患者 K$ 例与

H'N患者 !" 例的 KK 种变应原 9NM试验结果进

行了列表统计$再结合所学的统计学知识试图

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来提取这些资料中对临床

及科研有价值的信息$随后进行的统计学分析

结果为两组患者在变态反应方面存在统计学

差异#Jm8G=%KKG $Dk%=%G % $为临床研究

>N与 H'N发生发展过程中有关变态反应的病

理生理机制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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