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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变应原调查分析

郭永康 李国贤 盛迎涛 孟繁杰 陈亮 厉科达

变应性鼻炎是易感个体接触变应原后，主要由

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IgE）介导的以发作

性喷嚏、流涕和鼻塞为主要症状的鼻黏膜慢性炎

症[1]。近年来研究发现，变应性鼻炎发病率全球呈

逐年增加趋势，是哮喘发病的重要诱发因素，是最

常见的上呼吸道过敏性疾病，这可能与全球城市化

发展引起的自然环境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2]。近

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应性鼻炎的发病

率也不断上升，其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工作和生活，

也给社会造成非常大的经济负担。变应原是引起

变态反应的抗原物质，变态反应的发生必须有变应

原的刺激，所以变应原的检测对变态反应性疾病预

防及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气候、植被覆

盖及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国各地区的变应性鼻炎患

者变应原谱也存在着差异[3]，本次研究通过对杭州

市萧山区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变应原检测分析，了解

本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变应原分布特征。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科2019年11 月至2022年2 月期间门诊进

行变应原检测的 800 例变应性鼻炎患者，其中男性

430 例、女性370 例；年龄3～83 岁，平均年龄（27.94±
16.22）岁。纳入标准包括：①符合变应性鼻炎的诊

断标准[1]；②均为萧山区常住居民，连续居住时间≥
1 年；③年龄 3～83 岁，男女不限，病程 1 年以上；

④1周内未服用H1受体拮抗剂、抗白三烯类药物或

糖皮质激素类等影响血清 IgE 水平检测结果的药

物[4]。排除标准包括：①合并有其他心、脑、血管及

代谢性疾病；②有精神方面疾病；③合并有支气管

哮喘处于发作期。所有患者均自愿接受变应原检

测，并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1.2 方法 抽取变应性鼻炎患者外周静脉血 5 mL
离心后分离血清，总 IgE采用免疫球蛋白 IgE检测试

剂盒（由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乳胶增

强免疫比浊法）进行检测，特异性 IgE（sIgE）采用吸

入性-食物性过敏原特异性抗体 IgE检测试剂盒（由

杭州浙大迪迅生物基因工程有限公司生产，免疫印

迹法）进行检测。sIgE抗体变应原有 28 种，包括吸

入性变应原和食入性变应原。其中吸入性变应原

有 13 种，包括：屋尘螨/粉尘螨、屋尘、蟑螂、猫毛皮

屑、狗毛皮屑、矮豚草、艾蒿、苋、葎草、混合草（肯塔

基蓝草/草地羊茅/果园草/小糠草/黑麦草/梯牧草/黄
花茅）、桑树、霉菌组合（点青霉/交链孢霉/烟曲霉/分
枝孢霉）、树花粉组合（栎树/榆树/梧桐/柳树/杨树）；

食入性变应原有15 种，包括：菠萝、鸡蛋蛋白、牛奶、

牛肉、羊肉、虾、蟹、鳕鱼、鲑鱼、贝、龙虾/扇贝、腰果、

花生、黄豆、芒果。

1.3 结果判定 总 IgE 数值＞50 KU/L 为阳性；

sIgE 参照国际上 sIgE 抗体浓度和定级标准的关

系[5]，各特异性检测点若出现斑点或条带为阳性，

阳性检测结果＞0.35 IU/mL，强阳性检测结果＞

17.5 IU/mL。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变应原年龄分布 800 例变应性鼻炎患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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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在 3～83 岁，平均年龄（27.94±16.22）岁。变应原

年龄分布：3～14 岁的儿童组 199 例（24.87％）、

15～35 岁的青年组 371 例（46.37%）、36～55 岁的

中年组 189 例（23.63%）、＞56 岁的老年组 41 例

（5.13％）。成人患者（年龄＞14 岁）的变应性鼻炎

发病率高于儿童组（年龄 3～14 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404.01，P＜0.05）。
2.2 变应原时间分布见图1

图1 2019～2022年变应原时间分布图

由图1可见，2020年中3~8月份为高发月份，而

1 月、2 月、9~12 月为低发月份。2021年中4~7 月、

9 月、10 月份为高发月份，而 1~3 月、8 月、11 月、

12 月为低发月份。而2022年1、2月份为低发月份，

故共同的高发月份为4、5、7 月份，而2019年11、12月
病例数较多可能与新冠疫情前病人数多有关。

2.3 变应原阳性率分布 总 IgE 阳性患者 498 例

（62.25％）、阴性患者 302 例（37.75％）。28 种 sIgE
均为阴性的有 329 例（41.13％）、至少有一种 sIgE阳

性患者 471 例（58.87％）；其中 46 例患者为 1 种变

应原阳性，占阳性患者的9.77％；425 例患者为2 种

及2 种以上变应原阳性，占阳性患者的90.23％。儿

童组1 种变应原阳性患者13 例、2 种及以上变应原

阳性患者 184 例、成人组 1 种变应原阳性患者

33 例、2 种及以上变应原阳性患者241 例。

2.3 变应原分布结果 吸入性变应原分布：屋尘

螨/粉尘螨 378 例（47.25 ％）、屋尘 3 例（0.37％）、蟑

螂 25 例（3.12％）、猫毛皮屑 53 例（6.62％）、狗毛皮

屑 18 例（2.25％）、矮豚草 16 例（2.00％）、艾蒿 2 例

0.25％）、苋3 例（0.37％）、葎草13 例（1.63％）、混合

草57 例（7.12％）、桑树3 例（0.37％）、霉菌组合6 例

（0.75％）、树花粉组合9 例（1.13％）。食入性变应原

分布：菠萝 0 例、鸡蛋蛋白 32 例（4.00％）；牛奶

96 例（12.00％）、牛 肉 6 例（0.75％）、羊 肉 1 例

（0.12％）、虾 12 例（1.50％）、蟹 10 例（1.25％）、鳕

鱼 4 例（0.50％）、鲑 鱼 2 例（0.25％）、贝 7 例

（0.87％）、龙 虾/扇 贝 11 例（1.37％）、腰 果 7 例

（0.87％）、花生6 例（0.75％）、黄豆2 例（0.25％）、芒

果 1 例（0.12％）。吸入性变应原前三位：屋尘螨/粉
尘螨、混合草、猫毛皮屑；食入性变应原前三位：牛

奶、鸡蛋蛋白、虾。

吸入性和食入性变应原阳性的分布：吸入性变

应原阳性率为 73.27％（586/800），食入性变应原阳

性率为24.63％（197/800）。吸入性变应原的阳性率

明显高于食入性变应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378.47，P＜0.05）。
3 讨论

变应性鼻炎是目前耳鼻咽喉科门诊最常见的

疾病之一 ，其发病率全球呈逐年增加，我国的发病

率亦逐年上升[6]。由于气候、植被覆盖及地理环境

的不同，各国各地区的变应性鼻炎患者变应原谱也

存在着差异[3]，所以分析变应原的分布对我区防治

变应性鼻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次研究通过对萧山区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

血清总 IgE及 sIgE检测，结果显示 800 例变应性鼻

炎患者总 IgE阳性患者 498 例（62.25％），阴性患者

302 例（37.75％）。28 种 sIgE均为阴性的有 329 例

（41.13％），至 少 有 一 种 sIgE 阳 性 病 例 471 例

（58.87％）；但是患者总 IgE的升高还有可能由其他

多种因素引起的。从年龄分布看，年龄在 3～14 岁

的儿童组199 例（24.87％），其中总 IgE阳性151 例；

15～35 岁的青年组371 例（46.37％），其中总 IgE阳

性 229 例；36～55 岁的中年组 189 例（23.63％），其

中 总 IgE 阳 性 99 例 ；＞56 岁 的 老 年 组 41 例

（5.13％），其中总 IgE阳性19 例，所以青年组患者最

多，与秦晓燕等[7]在北京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

IgE的调查结果基本相符。免疫系统是机体执行免

疫应答及免疫功能的重要系统，人类的免疫系统随

着年龄增长而衰退，这一过程被称为免疫衰老，所

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总 IgE 的检出率下降，变应性

鼻炎的发病率降低，所以对于青少年变应性鼻炎患

者预防尤其重要。从变应原时间分布看，本次研究

对不同时间的变应性鼻炎就诊情况进行分析，2020
年 1 月至 2021年 12 月（2年整）各月份的变应性鼻

炎就诊例数分布情况显示 2020年 3~8 月份为高发

月份，而 1 月、2 月、9~12 月为低发月份，2021年 4~
7 月、9 月、10 月为高发月份，而 1~3 月、8 月、

11 月、12 月为低发月份，两年的共同高发月份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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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月份。与邓月等[8]在上海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

变应原特征分析中高发月份基本相同。萧山位于

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南缘，总的气候特征为：冬夏

长、春秋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温暖湿

润；4、5 月份萧山的气温大概在 15 ℃～25 ℃左右，

而7 月份气温增高，故空调使用率明显上升，所以发

病率也明显升高。

总 IgE不是判断过敏原和过敏程度的最可靠的

依据。sIgE是对应的过敏原产生的，对诊断对应的

过敏原有特异性，诊断更标准。本次研究显示萧山

区 sIgE变应原分布排名前 10依次为：屋尘螨/粉尘

螨、牛奶、混合草、猫毛皮屑、鸡蛋蛋白、蟑螂、狗毛

皮屑、矮豚草、葎草、虾。所以萧山区最主要的变应

原是屋尘螨/粉尘螨，这与林琳等[9]在杭州地区变应

原分析一致。尘螨是属于蚍螨科、尘螨属的一种微

型生物，理想的发育温度为20 ℃～25 ℃，如有充足

的食物和水份供给，螨可孳生于室内任何场所。萧

山4、5 月份气温正好适宜尘螨繁殖，故是发病高峰，

而6、7、8 月份气温升高，空调使用率明显上升，空调

亦是尘螨繁殖的好发位置，故发病率增高。有研究

表明，使用蒸发冷却器的家庭中的儿童更有可能对

螨虫产生过敏[10]，这可能是由于蒸发冷却器引起的湿

度促进尘螨繁殖，所以夏天使用空调前做好空调清

理、湿度监测、冷却器维护和过滤器更换，并定期打

扫卫生，清洗地毯；清洗晾晒床上用品、窗帘，使用

有滤网的空气净化机、吸尘器等，打扫时需戴口罩。

本次研究显示萧山区 sIgE食入性变应原排名

第二的为牛奶，可能与本区生活水平有关，随着经

济水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以萧

山区民众饮用牛奶的人明显增多，所以牛奶过敏的

患者增加。

本次研究 sIgE吸入性变应原排名第三的为混

合草（肯塔基蓝草/草地羊茅/果园草/小糠草/黑麦草/
梯牧草/黄花茅）。本地区气候雨量充沛，温暖湿润，

适合多种草本植物生长，加上近几年尤其是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以后，本地区的严格治理环境污

染，并对地面进行绿化，使得草地的绿化率明显上

升，尤其 4、5 月份是植物生长的时期，所以混合草

（肯塔基蓝草/草地羊茅/果园草/小糠草/黑麦草/梯
牧草/黄花茅）变应原增加。本次研究对当地政府选

择绿化植被有一定帮助，尽量避免致敏率高的植物

进行绿化。

本次研究 sIgE吸入性变应原中猫毛皮屑变应

原已排到第四位，这与目前的大多数报告有一定的

差异，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猫上皮变应原排名都比较

靠后，但与杨祁等[11]在变应性鼻炎病儿 900 例吸入

性变应原临床分布特征中相符，猫上皮阳性率已排

到第三位，这可能与现在居民饲养猫作为宠物有很

大的关系，猫过敏主要的物质是皮肤上油脂腺分泌

的蛋白和脱落的皮屑，这些微小的蛋白及皮屑很容

易漂浮在空气中，所以容易引起过敏，从而引发变

应性鼻炎。

本次研究中 sIgE吸入性变应原和食入性变应

原分布不同，吸入性变应原586 例，占73.27％，食入

性变应原197 例，占24.63％。所以吸入性变应原的

阳性率明显高于食入性变应原，因而吸入性变应原

是引起我区变应性鼻炎症状的主要变应原，所以在

日常工作及生活中均应尽量避免接触变应原，并佩

戴口罩，来阻断变应性鼻炎症状的产生。

本次研究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样本量及统计

年限仍比较少，以后可加大样本量及延长统计年

限，也可以关注城镇和农村及不同性别年龄的变应

原的差异性。

本次研究通过萧山区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液采

集和变应原检测，了解了萧山地区变应性鼻炎患

者的变应原分布特征，据此有针对性地提高萧山

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的预防意识，为本地区变应

性鼻炎的防治提供流行病学资料与理论依据，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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