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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鸡蛋过敏人群中主要过敏原的反应性及卵类粘蛋白

抗原表位的初步研究

楚海荣!"林书祥&"侯丽英""张盈莹""朱黎娜""闫娟娟""李会强"

!!1潍坊医学院医学检验学系"山东 潍坊$&-!%("$ &1天津市儿童医院"天津$"%%&%*$
"1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院"天津$"%%&%"#

摘$要!目的$分析年龄%性别对鸡蛋过敏人群中主要过敏原反应性的影响"初步探索我国鸡蛋过敏儿童卵类粘

蛋白的主要抗原表位! 方法$以卵类粘蛋白%卵白蛋白%卵转铁蛋白纯品为抗原"采用免疫斑点印迹"检测 &! 例鸡

蛋过敏儿童血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U& G[<U’与蛋白反应性"分析年龄%性别因素对过敏原反应性的影响#应用
]?)G@:D生物分析软件"预测并合成卵类粘蛋白抗原表位肽段"采用免疫斑点印迹检测抗原表位与鸡蛋过敏儿童血

清的反应性! 结果$)&!! 岁’组%L组&& f" 岁包括 " 岁’%>组& g" 岁’的卵类粘蛋白反应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h%.%(’"卵白蛋白%卵转铁蛋白反应率各组间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g%.%(’#性别对各过敏原的反应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5g%.%(’#卵类粘蛋白抗原表位反应率较低! 结论$卵类粘蛋白 I[<U在不同年龄段存在差别"卵

白蛋白 I[<U在 &! 例患者均可检测出"卵转铁蛋白 I[<U在各年龄段无明显差别#应用 ]?)G@:D生物软件预测的卵类

粘蛋白抗原表位"在天津地区反应性低"不是该地区主要抗原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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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楚海荣$女$实验师$研究方向为食物过敏原鉴别与应

用研究$U+K:9B$24DY#-,V!-"12AK

通信作者!李会强$男$教授$研究方向为标记免疫分析方法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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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3AAF :BBCD<H$是由某种食物或食品添 加剂等引起的免疫球蛋白 U#[<U$介导和非 [<U介导
的免疫反应"会引起消化系统或全身性的变态反应*

据报道"多达 !%b的学龄前儿童受到过食物过敏的
影响"在很多国家患病率仍在继续升高(!) * 鸡蛋是引

起儿童食物过敏反应的最常见的食物(&) "其中卵类粘
蛋白#XT$’卵白蛋白#X)$’卵转铁蛋白#XR$是主要
的过敏原"而卵类粘蛋白被证实是最主要的过敏
原(") * 但卵类粘蛋白在不同性别’年龄的过敏儿童间
反应性有无差别"其主要的抗原表位在不同地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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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鲜见报道* 本研究以鸡蛋主要过敏原为抗
原"采用免疫斑点印迹法对 &! 例鸡蛋过敏儿童血清
特异性免疫球蛋白#I[<U$进行检测"分析年龄’性别
对鸡蛋主要过敏原反应性的影响"应用 ]?)G@:D生物
分析软件"预测并合成卵类粘蛋白主要抗原表位"免
疫斑点印记检测各表位的反应性*

!$材料和方法
!.!$材料
!.!.!$临床样本

&%!* 年 ! 月!&%!* 年 !& 月本课题组收集天津
市儿童医院的儿童鸡蛋过敏患者血清 &! 例"临床诊
断依据包括%典型临床过敏史"鸡蛋清 I[<Ug%."(
[7/KB* 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f, 岁*
阴性对照血清来自无任何过敏史的健康儿童*
!.!.&$主要仪器与试剂

垂直电泳仪及电泳槽#美国 L9A’:F$&碱性磷酸
酶#)a$显色底物’卵类粘蛋白’卵白蛋白’卵转铁蛋
白均购自美国 G9<K:"脱脂奶粉’蛋白分子量标准
#T:JCD$均购自美国 R4CDKA"羊抗鼠免疫球蛋白 _
#[<_$’碱性磷酸酶标记的羊抗人免疫球蛋白 U#抗
[<U+)a$抗体均购自美国 8:2JIA;"甲醇’冰乙酸’吐
温 j&%’RD9I等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卵类粘蛋白抗
原表位多肽段应用分子生物学软件 ]?)G@:D预测"

由上海吉尔生化有限公司合成*
!.&$方法
!.&.!$蛋清蛋白提取物组分分析

将蛋清提取物 #碳酸氢钠提取法制备 (*) $和
" 种蛋白质"进行十二烷基磺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G]G+a)_U$%分离胶 !%b"堆积胶 (b"上样
量 &% !<"堆积胶电压为 -( k"分离胶电压为 !"( k"
电泳约 ! 4* 产物用考马斯亮蓝 ’+&(% 染色 & 4"经
甲醇充分脱色后"用凝胶成像系统对 G]G+a)_U电
泳结果进行图像分析*
!.&.&$主要过敏原和卵类粘蛋白表位与患者血清
反应情况分析

将蛋清蛋白提取物"卵类粘蛋白"卵白蛋白"卵转
铁蛋白"卵类粘蛋白#)?!%’a\!&’E?!*’k]!&$分别
溶于磷酸盐缓冲液#aLG"浓度为!% K</KB$"羊抗鼠
[<_做阳性对照"aLG 溶液做阴性对照"分别取 !.( !B

点于硝酸纤维素膜上#?>$"%.(b脱脂牛奶封闭 ! 4"
RLGR溶液#其中含 RD9I+6>B’?:>B’吐温+&%$洗 " 次&

将待检血清按 !l!% 的比例稀释后分别加到膜上"室
温孵育 & 4"RLGR洗 " 次"加!l(%% 稀释的 [<U+)a"室
温孵育 !.( 4"RLGR洗 " 次"加 )a显色底物"避光显
色 !% K9;"观察结果*

!."$统计学分析
采用 GaGG !-.%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

分析* 各组间总 [<U比较用秩和检验"I[<U比较用
方差分析"5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临床样本资料及分组

本研究将临床鸡蛋过敏患者根据年龄分为
" 组%)组 #!! 岁$ - 例"L组 #! f" 岁包括 " 岁$
Y 例">组# g" 岁$, 例&总 [<U水平 L组高于 )组’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不同性别组的
I[<U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g%.%($"见表 !*

表 !$鸡蛋过敏患者的临床资料

R:MBC!$>B9;92:B24:D:2@CD9I@92IA3O:@9C;@I

分组 编号 性别 年龄
总 [<U水平
/#[7/KB$

I[<U水平
/#[7/KB$

)

L

>

! 女 ! h!%% %.-%
& 男 ! h!%% %.(%
" 男 ! h!%% %.*%
* 女 ! g&%% %.Y(
( 女 ! g!%% %.("
- 男 ! g&%% &.#%
Y 男 & g&%% %.YY
, 男 & g&%% !.,%
# 女 & g!%% &.(%
!% 女 & g!%% *.-%
!! 男 " g&%% %.(%
!& 女 " g&%% ".-%
!" 男 " g&%% %.,"
!* 女 * h!%% %.(%
!( 男 * h!%% %.-%
!- 女 * g&%% !.%%
!Y 女 * g!%% %.-#
!, 男 ( h!%% &.%%
!# 女 Y g!%% %.-%
&% 女 , h!%% %.*%
&! 男 , g!%% %.(%

&.&$蛋清蛋白提取溶液的组分分析
G]G+a)_U电泳图谱见图 !"卵类粘蛋白在

"* J]位置有一主要条带"卵白蛋白在 *" J]位置有
一清晰条带"卵转铁蛋白在 Y- J]位置有一清晰条
带"蛋清提取液中清晰可见的蛋白条带主要有" 条"
XR’X)’XT相对分子量分别为 Y-’*"’"* J]"且卵白
蛋白蛋白质量浓度较高"分别与 " 种蛋白位置相吻
合"说明本试验所提取蛋清蛋白溶液蛋白组分完整*
&."$鸡蛋过敏儿童血清 I[<U所针对致敏组分分析

鸡蛋过敏儿童血清 I[<U所针对致敏组分见图
&* &! 例患者均可检测到卵白蛋白 I[<U"在 )组
- 例患者中有 & 例检测到卵类粘蛋白 I[<U"" 例检测
到卵转铁蛋白 I[<U"但相对较弱&L组 Y 例患者"卵
白蛋白 I[<U’卵类粘蛋白 I[<U在 Y 例患者中均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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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1T:JCD为预染蛋白&aD1蛋白提取物

图 !$G]G+a)_U分析蛋白提取物和卵类粘蛋白’

卵白蛋白’卵转铁蛋白
E9<=DC!$G]G+a)_U:;:BHI9IA3:BM=KC; Cc@D:2@

:;F XT" X)" XR

注%!1阳性对照&&1蛋清总蛋白&"1XT&*1X)&(1XR&-1阴性对照&

因杂志为黑白印刷"试验结果可能体现不准确

图 &$蛋清主要过敏原免疫斑点印迹
E9<=DC&$[KK=;AFA@+MBA@IA3C<<:BBCD<C;I

测到"- 例患者可检测到卵转铁蛋白 I[<U&>组 , 例
患者中 ( 例可检测到卵类粘蛋白 I[<U"( 例可检测
到卵转铁蛋白 I[<U"见表 &’图 "*
&.*$卵类粘蛋白抗原表位预测结果分析

运用生物学软件 ]?)G@:D对卵类粘蛋白的表位
特性进行分析"如亲水性’柔韧性’表面可及性及抗
原指数"抗原表位预测结果见图 *"预测线性抗原表
位 * 段"抗原表位多肽段委托上海吉尔生化有限公
司合成"见表 "*
&.($血清 I[<U所针对卵类粘蛋白抗原表位分析

如表 * 所示"仅有 & 例患者血清能检测到 )?!%
#::!+!%$的I[<U"& 例能检测到 a\!&#::#+&%$的 I[<U"
而且反应信号较弱"E?!*’k]!&均未检测到信号*

表 &$鸡蛋过敏患者血清 I[<U所针对过敏原
R:MBC&$U<<:BBCD<C;IA3@4CC<<:BBCD<HO:@9C;@I

分组 编号 XT X) XR

)

L

>

! j m j
& j m j
" j m j
* j m m
( m m m
- m m m
Y m m m
, m m j
# m m m
!% m m m
!! m m m
!& m m m
!" m m m
!* j m j
!( j m j
!- m m j
!Y m m m
!, m m m
!# j m m
&% m m m
&! m m m

$$注% m表示阳性& j表示阴性

图 "$鸡蛋过敏患者血清 I[<U对蛋清主要

过敏原反应统计结果
E9<=DC"$’CIOA;I9PC;CIIA3@4CICD=KI[<U@AC<<:BBCD<C;I

"$讨论
鸡蛋富含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尤其含有大量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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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卵类粘蛋白线性表位的初步预测
E9<=DC*$aDCF92@9A; A3B9;C:DCO9@AOCI9; 4C;iIC<<:BBCD<C; APAK=2A9F

表 "$卵类粘蛋白合成表位信息

R:MBC"$[;3ADK:@9A; A3OCO@9FCI9; 4C;iIC<<:BBCD<C; APAK=2A9F

序号 名称 编号 序列 纯度/b

! )?!%#::!+!%$ *&%,(( )Uk]>G’Ea? ,(

& a\!&#::#+&%$ *&%,(Y a?)R]ZU_Z]k\ ,(

" E?!*#::#!+!%*$ *&&"&& E?ak>_R]_kR̂ ]? ,(

* k]!&#::!!"+!&*$ *&%,(# kUW_)Gk]Z’6] ,(

表 *$鸡蛋过敏患者血清 I[<U所针对卵类粘蛋白抗原表位

R:MBC*$XPAK=29AFiICO9@AOCIA3@4CC<<:BBCD<HO:@9C;@I

分组 编号
)?!%

#::!+!%$
a\!&

#::#+&%$
E?!*

#::#!+!%*$
k]!&

#::!!"+!&*$

L

>

# j m j j
!% m j j j
!& j m j j
!, m j j j

$注% m表示阳性& j表示阴性

须通过膳食补充的组氨酸"由于鸡蛋易消化’营养
物质吸收率高"是婴幼儿理想的营养食品"但鸡蛋
又是引起婴幼儿食物过敏的主要过敏原* 鸡蛋过
敏可引起婴幼儿严重的皮炎和皮肤湿疹 (() "还可以
导致气源性过敏症"如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
等 (-) * 鸡蛋中的过敏原主要存在于蛋清中"目前已
知有 * 种蛋白成分能引起过敏反应"分别是卵类粘
蛋白’卵白蛋白’卵转铁蛋白和溶菌酶 #BHIAQHKC$*
由于卵类粘蛋白对加热和消化酶相对稳定并且具
有较强的免疫原性"故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过敏原*

免疫斑点印迹结果显示"&! 例患者均可检测到
卵白蛋白 I[<U")组 - 例患者中有 & 例检测到卵类
粘蛋白 I[<U"" 例检测到卵转铁蛋白 I[<U"但信号相
对较弱&L组 Y 例患者中均可检测到卵类粘蛋白
I[<U"- 例患者可检测到卵转铁蛋白 I[<U&>组 , 例
患者中 ( 例可检测到卵类粘蛋白 I[<U"( 例可检测
到卵转铁蛋白 I[<U* 由以上结果可知"卵类粘蛋白
作为鸡蛋过敏最重要的过敏原"! 岁以内的患者较

少检测到其对应的 I[<U"但 ! 岁以上患者 I[<U检出
率明显升高&卵白蛋白 I[<U"&! 例患者均可检测到"
不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卵转铁蛋白 I[<U在
各年龄段均可被检测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化不
明显* 李婵等 (Y)研究天津地区梭子蟹中过敏原组
分"证实食物主要过敏蛋白存在个体差异"即不同
个体间食物过敏存在异质性"本研究也证实天津地
区鸡蛋过敏儿童对过敏原存在异质性* 根据文献
(,+#)"患者血清卵类粘蛋白 I[<U水平和诊断年龄
在预测鸡蛋过敏症状’判断鸡蛋过敏发展预后中有
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鸡蛋过敏患者血清总 [<UL
组高于 )组和 >组"其趋势和卵类粘蛋白 I[<U在各
年龄段检出率变化趋势一致"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
某种联系"仍需要进一步的证实*

决定过敏原的致敏作用的是抗原表位"抗原
表位包括构象表位和线性表位"但线性表位在食
物过敏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文献报道线性表位
的致敏作用和鸡蛋’牛奶过敏的不同临床类型有
关 (!%+!!) "卵类粘蛋白作为鸡蛋过敏最重要的过敏
原"其线性表位国外常有报道"8nDP9;C; 等 (!&)应用
GaXR:DD:H的方法"利用 &" 例鸡蛋过敏血清"筛选
出卵类粘蛋白的 * 段主要抗原表位"分别为 XT!+
!%"XT #+&%"XT *Y+(- 和 XT !!"+!&*"T:D@o;CQ+
LA@:I等 (!")应用 aCO@9FCT92DA:DD:H技术"利用(% 例
鸡蛋过敏患者血清"筛选出 " 段主要抗原表位"分
别为 XT*+&%"XT*-+(#"XT#!+!%*&国内关于卵
类粘蛋白抗原表位报道比较鲜见"本课题组应用
生物学软件 ]?)G@:D预测的 * 段抗原表位与上述
报道基本吻合"但本研究结果提示"国外报道的卵
类粘蛋白主要抗原表位在天津地区人群不是主要
抗原表位"卵类粘蛋白抗原表位在不同人种’不同
地域之间可能存在差别*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6[?UGU8X7’?)\XEEXX]6̂ _[U?U &%!- 年第 &, 卷第 & 期

综上所述"本课题组发现因年龄不同"鸡蛋过
敏患者血清对卵类粘蛋白的反应性不同"个体之间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下一步应该获取更多临床病例
资料"对卵类粘蛋白 I[<U进行定量分析"以期发现
不同年龄的患者血清卵类粘蛋白 I[<U变化规律"对
卵类粘蛋白的抗原表位进行深入的探讨"筛选出天
津地区鸡蛋过敏患者卵类粘蛋白主要抗原表位"以
卵类粘蛋白为靶点"研究预防和治疗鸡蛋过敏的新
方法"为研发高特异度’高敏感度的鸡蛋过敏临床
诊断试剂盒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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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自制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钙
生产许可有关问题的复函
!食药监办食监一函%&%!-&!,Y 号#

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制糖企业自制二氧化碳%氢氧化钙是否需要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请示) &内食药监*&%!-+

&* 号’收悉! 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生产实行许可制度!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_L&Y-%,&%!*’规定"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钙可在各类食品加工过程中作为加工助剂使

用! (食品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 &_L!%-&!,&%%-’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钙)

&_L&((Y&,&%!%’规定了食品添加剂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钙的有关技术要求! 因此"企业生产&包括自制’食

品添加剂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钙应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来源$食品伙伴网’

&相关链接$4@@O$//NNN13AAFK:@C1;C@/B:N/I49O9;/!,,"-,14@KB’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 年 " 月 &&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