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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调查辽阳地区变应性鼻炎（ＡＲ）患者变应原的特点。方法　采用体外特异性变应原检测法
对辽阳地区４０８例ＡＲ患者进行血清检测，测定特异性 ＩｇＥ（ｓＩｇＥ），并进行分析。结果　①４０８例 ＡＲ患者行 ｓＩｇＥ
检测，变应原阳性率前６位的变应原依次是矮豚草／蒿／草（３９．７１％）、户尘螨 （３７．３０％）、念珠／点青／分枝／交
链／黑曲霉（２４．２６％）、刺柏／桦（２１．８１％）、鸡蛋白（１３．００％）、桑（１２．７５％）；②吸入变应原组 ｓＩｇＥ总阳性率为
８６．７％（３５４／４０８），食入变原组ｓＩｇＥ总阳性率为２７．２％（１１１／４０８）；③单种变应原阳性患者占２６．２３％（１０７／４０８），
２种变应原阳性患者占５３．６８％（２１９／４０８），３种变应原阳性患者占１０．２９％（４２／４０８），４种及以上变应原阳性患者
占９．８０％（４０／４０８）；④单种变应原阳性ＡＲ患者中变应原排序前３位的分别是：矮豚草／蒿／草（２５／１０７），念珠／
点青／分枝／交链／黑曲霉（２１／１０７），户尘螨（１５／１０７）；２种变应原阳性ＡＲ患者中变应原组合排序前３位的是：矮豚
草／蒿／草与户尘螨（１９／２１９），念珠／点青／分枝／交链／黑曲霉与户尘螨（１８／２１９），念珠／点青／分枝／交链／黑曲霉
与矮豚草／蒿／草（１６／２１９）。结论　矮豚草等植物花粉、尘螨类、霉菌类为辽阳地区主要变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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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应性鼻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是机体暴露于
变应原后，主要由 ＩｇＥ介导的鼻黏膜非感染性慢性
炎性疾病，给患者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影

响。国内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ＡＲ患病率在逐年升
高，其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显著上升，目前影响到

４０％的年轻人，保守估计全球 ＡＲ患者超过
５亿［１２］。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地理气候环境、经

济人文因素相差较大，各地 ＡＲ患病率及变应原谱
不尽相同，现将辽阳地区 ＡＲ患者变应原谱报告分
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分析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月就诊于我院

耳鼻咽喉科门诊，经２０１５年天津会议标准［１］诊断为

ＡＲ的辽阳本地居民，且２周内未使用激素、抗组胺、
抗白三烯等药物的患者资料。对进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检测的４０８例病例资料分析，其中男２２２例，
女１８６例，年龄 １～７０岁，平均年龄（２９．０３±
２０．０２）岁，病程 １～２０年。本实验使用的是德国
ＭＥＤＩＷＩＳＳ公司提供的ＡｌｌｅｒｇｙＳｃｒｅｅｎ变应原ｓＩｇＥ抗
体检测试剂盒（免疫印迹法）。吸入性变应原１２种，
食入性变应原８种。
１．２　实验方法

采集患者肘正中静脉血，制备血清。按照试剂

盒使用说明说操作：系统室温２０～２２℃；用蒸馏水
以１∶２５稀释洗脱液；用清洗液湿润硝酸纤维素膜，
在检测板上加入２００～２５０μＬ的血清标本，在混匀
仪（３０振／ｍｉｎ）上室温孵育４５ｍｉｎ；冲洗，手持反应
槽上下翻转让清洗液充分流过，轻晃会增加效果；加

入２５０μＬ抗抗体，在混匀仪上室温孵育４５ｍｉｎ；冲
洗；加入２５０μＬ酶标链霉亲和素，在混匀仪上室温
孵育２０ｍｉｎ；流水冲洗终止底物酶反应；完全干燥
后，检测设备读数。ｓＩｇＥ浓度分级参照表１［１］，收集
分级２级及以上等级数据。

２　结果

不同变应原阳性例数、百分比（％）及ｓＩｇＥ等级
分布见表２、３。４０８例ＡＲ患者行ｓＩｇＥ检测，变应原
阳性率前６位的变应原依次是：①矮豚草／蒿／草
（３９．７１％）；②户尘螨 （３７．３０％）；③念珠／点青／分
枝／交链／黑曲霉（２４．２６％）；④刺柏／桦（２１．８１％）；

表１　变应原ｓＩｇＥ浓度数值分级

浓度数值

（单位：ＩＵ／ｍＬ）
分级

数字分级 中文分级ｓＩｇＥ含量
"

０．３５ ０ 无

０．３５～０．７０ １ 低

!

０．７０～３．５０ ２ 增加

!

３．５０～１７．５０ ３ 显著增加

!

１７．５～５０．００ ４ 高

!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 较高

!

１００．００ ６ 极高

　　注：浓度数值大于０ＩＵ／ｍＬ而小于０．３５ＩＵ／ｍＬ（即数字分级介
于０～１）为临界范围，应参考临床症状和其他检验后，综合判定。

⑤鸡蛋白（１３．００％）；⑥桑（１２．７５％）。
吸入性变应原 ｓＩｇＥ总阳性率为 ８６．７６％

（３５４／４０８）。变 应 原 主 要 为 矮 豚 草／蒿／ 草
（３９．７１％）、户尘螨 （３７．３０％）、念珠／点青／分枝／
交链／黑曲霉（２４．２６％）、刺柏／桦（２１．８１％）、桑
（１２．７５％）、猫毛皮屑（９．５６％）。见表２。

表２　４０８例ＡＲ患者吸入性变应原ｓＩｇＥ检测阳性结果

变应原种类
ｓＩｇＥ分级

２ ３ ４ ５ ６
阳性

例数 百分比

矮豚草／蒿／草 ２１ ３２ ４２ ３９ ２８ １６２ ３９．７１
户尘螨 １８ ２８ ４０ ３４ ３２ １５２ ３７．３０
念珠／点青／分
枝／交链／黑曲霉

４２ ３２ １２ ７ ６ ９９ ２４．２６

刺柏／桦 ３２ ３３ ７ １０ ７ ８９ ２１．８１
桑 ２２ ９ １２ ６ ３ ５２ １２．７５
猫毛皮屑 ５ ５ ７ １６ ６ ３９ ９．５６
粉尘螨 ３ ９ １２ ８ ４ ３６ ８．８２
苋 １６ ７ ３ ４ ６ ３６ ８．８２
蟑螂 ２ ９ ８ ６ ５ ３０ ７．３５
狗毛皮屑 ５ ６ ２ ８ １ ２２ ５．３９
桤／杨／柳／山毛
榉／橡／胡桃

２ ０ ０ １ ０ ３ ０．７４

悬铃木／白蜡 １ ０ １ ０ ０ ２ ０．４９

食入 性 变 原 ｓＩｇＥ 总 阳 性 率 为 ２７．２％
（１１１／４０８），前 ３位 主 要 变 应 原 为 鸡 蛋 白
（１３．００％）、牛奶（９．５６％）、腰果／开心果／核桃／榛
子／杏仁（６．１３％）。见表３。
１种变应原阳性占２６．２３％（１０７／４０８），２种变

应原阳性占５３．６８％（２１９／４０８），３种变应原阳性占
１０．２９％（４２／４０８），４种及以上变应原阳性占９．８０％
（４０／４０８）。分布百分比见图１。

单种变应原阳性ＡＲ患者中变应原排序前３位
的分别是：矮豚草／蒿／草（２５／１０７），念珠／点青／
分枝／交链／黑曲霉（２１／１０７），户尘螨（１５／１０７）。具
体排序见表４。２种变应原阳性 ＡＲ患者中变应原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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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排序前 ３位的是：矮豚草／蒿／草与户尘螨
（１９／２１９），念珠／点青／分枝／交链／黑曲霉与户尘螨
（１８／２１９），念珠／点青／分枝／交链／黑曲霉与矮豚
草／蒿／草（１６／２１９），见表 ５。２种变应原阳性患
者中阳性率前 ３位的变应原为：矮豚草／蒿／草
（１０２／２１９），户尘螨（９０／２１９），念珠／点青／分枝／交
链／黑曲霉（７３／２１９），见表６。

表３　４０８例ＡＲ患者食入性变应原ｓＩｇＥ检测阳性结果　（例，％）

变应原种类
ｓＩｇＥ分级

２ ３ ４ ５ ６
阳性

例数 百分比

鸡蛋白 １２ １０ １５ ９ ７ ５３ １３．００
牛奶 １９ １２ １ ４ ３ ３９ ９．５６
腰果／开心果／核
桃／榛子／杏仁

９ ７ ６ １ ２ ２５ ６．１３

虾／蟹 ４ ３ １ ２ ２ １２ ２．９４
桃／苹果／芒果／
草莓／荔枝

１ ２ １ １ １ ６ １．４７

花生 １ ２ ０ ０ ０ ３ ０．７４
牛肉／羊肉 ０ ２ ０ ０ １ ３ ０．７４
小麦／荞麦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０．４９

!"#$%

&'(&)%

*+(&!,

-).'/,

*

种变应原
&

种变应原
)

种变应原
0

种及以上变应原

图１　辽阳ＡＲ患者变应原种类数百分比图

表４　ＡＲ患者单种变应原阳性例数排序表　（例）

序号 变应原种类 例数

１ 矮豚草／蒿／草 ２５
２ 念珠／点青／分枝／交链／黑曲霉 ２１
３ 户尘螨 １５
４ 桑 ８
５ 蟑螂 ６
６ 刺柏／桦 ５
７ 猫毛皮屑 ５
８ 粉尘螨 ５
９ 鸡蛋白 ４
１０ 苋 ３
１１ 牛奶 ３
１２ 虾／蟹 ３
１３ 狗毛皮屑 ２
１４ 腰果／开心果／核桃／榛子／杏仁 ２
１５ 桤／杨／柳／山毛榉／橡／胡桃 ０
１６ 悬铃木／白蜡 ０
１７ 桃／苹果／芒果／草莓／荔枝 ０
１８ 花生 ０
１９ 牛肉／羊肉 ０
２０ 小麦／荞麦 ０
总计 １０７

表５　ＡＲ患者２种变应原阳性组合前７位排序表　（例）

序号 变应原组合 例数

１ 矮豚草／蒿／草与户尘螨 １９
２ 念珠／点青／分枝／交链／黑曲霉与户尘螨 １８
３ 念珠／点青／分枝／交链／黑曲霉与矮豚草／蒿／草 １６
４ 户尘螨与刺柏／桦 ９
５ 户尘螨与粉尘螨 ８
６ 矮豚草／蒿／草与刺柏／桦 ７
７ 矮豚草／蒿／草与苋 ７

表６　２种变应原阳性ＡＲ患者中变应原阳性
前６位变应原　（例）

序号 变应原种类 例数

１ 矮豚草／蒿／草 １０２
２ 户尘螨 ９０
３ 念珠／点青／分枝／交链／黑曲霉 ７３
４ 刺柏／桦 ４６
５ 桑 ４０
６ 粉尘螨 ３１

３　讨论

ＡＲ是最常见的变应性疾病，其患病率在全球
范围内显著上升，世界各地患病率、主要变应原种类

不尽相同。一个在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和英国进行的横断面研究显示 ＡＲ患病率从意大
利到比利时为１７％～２９％，并且预计在未来几十年
总的ＡＲ患病率将进一步增加，主要致敏原为混交
树种（榛树、赤杨和桦树）、草花粉、屋尘螨［２３］。丹

麦的一份前瞻性队列研究报告一组无症状致敏的儿

童队列在青春期３１％发生变应性疾病，到成年时增
加到５７％，并且５３％～７８％患ＡＲ，并且从青春期到
成年花粉过敏人数显著增加［４］。邻国越南的一项

ＡＲ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男性 ＡＲ患病率３６．９％，女
性３１．０％，最常见的致敏剂是热带储藏螨，其次尘
螨、凤眼莲、蟑螂，动物、花粉和霉菌的致敏率较低，

大多数蟑螂致敏的受试者也对螨致敏［５］。截至

２０１０年韩国共有４０６８５１７例被确诊为ＡＲ，患病率
为８．４％［６］。

不止国外国外 ＡＲ患病率及变应原谱不同，我
国国内地理气候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差异较大，各地

ＡＲ患病率主要变应原也不尽相同。张罗教授团队
采用随机数字拨号的方法，对我国１１个主要城市的
目标电话号码进行抽样调查，显示 ＡＲ自报患病率
西安８．５％、长春９．０％、北京９．５％、杭州１０．０％、
上海 １０．８％、南京 １２．０％、长沙 １２．２％、广州
１３．３％、沈阳 １４．１％、武汉 １５．９％和乌鲁木齐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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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７］。

经全球流行病学调查，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之

间的ＡＲ患病率都有差异，ＡＲ患病率整体呈现缓慢
增加的趋势。但不同地区变应原种类分布不一，在

欧美及我国新疆地区，以植物类为主要变应原；我国

其他地区则以螨类为主要变应原［８］。张罗教授团

队认为在过去２０年中，成人和儿童ＡＲ患病率都有
所上升，“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工业化和空气污染

等可能是导致中国ＡＲ患病率增加的原因之一［９］。

本次调查显示辽阳地区前３位主要变应原依次
是矮豚草／蒿／草（３９．７１％）、户尘螨 （３７．３０％）、
霉菌类（２４．２６％）。以吸入性变应原为主，与国内
其他城市阳性率高的变应原种类相似。７３％ＡＲ患
者同时存在２种及以上种类变应原。但是在辽阳地
区矮豚草等植物花粉已经超过尘螨类位居第１，而且
几种主要变应原均不能单独占据绝对多数，霉菌类所

占比重也相对较高，尘螨类阳性率低于以往的国内其

他地区，也低于辽阳本地２０１４年报道，２０１４年辽阳吸
入性变应原前３位尘螨、真菌、蒿／豚草［１０］。

尘螨是室内尘土主要成分之一，种类繁多，生长

环境广泛，以人和动物的皮屑为食，容易在给类衣服

床褥等织物众生错，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繁殖很快，

它和它的分泌物是强烈的变应原，是引起各种过敏

性疾病的主要原因，辽阳地区为亚温带气候，日常居

室生活闭窗时间长空调、暖气的长期使用等，空气不

流通等因素使得尘螨的滋生。２００６年北京地区 ＡＲ
吸入性变应原调查变应原皮肤实验阳性率前８位的
变应原分别为粉尘螨（６４．６％）、屋尘螨（６４．３％）、
花（２８．７％）、杂草（２６．５％）、藜（１３．７％）、树Ⅱ
（１３．５％）、大豚草（１２．５％）及树Ⅰ（１２．５％）。儿童
组中对粉尘螨和屋尘螨的敏感程度明显高于成人

组。尘螨、夏秋花粉及杂草花粉是北京地区最重要

的变应原［１１］。２０１７年京津冀地区自报 ＡＲ患者吸
入变应原检测临床相关性分析显示最常见的变应原

是粉尘螨和屋尘螨，致敏率分别为 ４７．３％和
４１．７％，尘螨致敏与 ＡＲ的持续性、严重程度均无
关，但户外变应原的致敏率在中重度 ＡＲ患者显著
高于轻度ＡＲ患者。ＳＰＴ中尘螨的皮肤指数与变应
性鼻炎症状无关，艾蒿、禾本花粉等户外变应原致敏

率与变应性鼻炎症状严重程度正相关［１２］。广州的

２００６年ＡＲ调查显示广州地区主要变应原为屋尘、
尘螨、混合变应原、多价昆虫、海鱼、海虾、花粉等，其

中屋尘、尘螨等阳性率达到７７％ ～８２％［１３］，２０１８年
的调查显示主要的吸入性变应原为：粉尘螨、屋尘螨

和热带螨，占比达到６３％ ～８３％，而主要的食物变
应原为：虾、牛奶、和蛋清，占比２０％左右［１４］。这两

地的相隔１０年调查先生主要变应原种类无明显变
化，但尘螨类阳性率都有所下降，这可能与近些年随

着人们认识提高、抗过敏的科普宣传、医生的健康指

导，螨虫防治取得效果有关。

由于地域环境气候不同，各地植被差异较大，各

地气候不一定适合螨虫等的生存。尘螨最佳生存环

境为２５℃，最佳空气湿度为８０％，而辽阳地区气候
相对干燥，而且近十余年，东北地区地热采暖的广泛

推广，室内湿度长年低于５０％，这也也可能是此次
报告螨虫阳性比率下降的原因。相类的西北边疆新

疆地区ＡＲ变应原的分类和分布情况阳性率居前三
位的分别是藜属（６１．５８％）、艾蒿（４４．０９％）和柳树
（３７．６８％），以户外植物花粉类为主，螨、霉菌阳性
率明显低于内地［１５１６］。东北边疆延边地区吸入性

变应原阳性率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树木花粉组

合、户尘螨、矮豚草、猫／狗毛皮 屑、蟑 螂、草［１７］。

相邻城市沈阳地区ＡＲ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沈阳
地区 ＡＲ主要变应原为尘螨、艾蒿，豚草，夏秋季节
主要变应原为蒿属、豚草［１８２１］。辽沈地区艾蒿、豚

草花粉分布在 ４～１０月，高峰是在 ８～９月，该类花
粉变应原对东北地区 ＡＲ患者的影响严重，有较明
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豚草原产于北美，生命力极

强，近 ２０年来，国内各地相继发现豚草，且迅速蔓
延，其花粉易依附于呼吸道黏膜上，是主要的致敏

原，东北地区形成了沈阳 －铁岭 －丹东豚草扩散中
心，辽阳的地理位置处于铁岭及丹东 地区的中部。

近年来豚草在我国蔓延速度很快，２０多年前我国变
态反应学者叶世泰曾预测，如现在传播生长速度继

续下去，再过几十年豚草有可能取代其他花粉成为

我国北方地区主要的致敏花粉［２２］。

环境因素在 ＡＲ的发生机制占有重要的地位，
ＡＲ的治疗不应是单纯药物性治疗，在 ＡＲ防治中，
辽阳地区在定期、彻底的室内通风，保持室内干燥，

防虫除螨、除尘的基础上，室外佩戴合规的防护口罩

也是很有必要的，从社会范围来说，对于可以散发大

量严重变应原类花粉的植物也应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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