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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大学生自诉食物过敏家族聚集性,为食物过敏防治与管理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2019 年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南昌市 2
 

538 名大学生,调查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食物过敏状况、主要影响因素

及家族食物过敏史等,采用 SPSS
 

17. 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回收 2
 

313 份有效问卷,大学生自诉

食物过敏发病率为 15. 69%(363 / 2
 

313)。 多数为速发型食物过敏,约半数大学生不了解食物过敏,7 成以上大学生

不会注意食物标签。 食物过敏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 父母中一方或双方存在食物过敏的学生食物过敏患病率与

父母双方均无食物过敏的学生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26. 184,P< 0. 05)。 一级亲属的食物过敏遗传度为

44. 40%。 结论 　 大学生自诉食物过敏率为 15. 69%;食物过敏受遗传因素影响,存在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大学生对

食物过敏缺乏了解,应在大学生群体中加强相关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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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amilial
 

aggreg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reported
 

food
 

allergy
 

in
 

college
 

students,
 

provide
 

baseline
 

information
 

on
 

the
 

prevalence
 

of
 

food
 

allergy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eventing,
 

treating
 

and
 

managing
 

food
 

allergy.
 

Methods　 In
 

2019,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done
 

through
 

2
 

538
 

college
 

students
 

from
 

6
 

universities
 

in
 

Nanchang
 

by
 

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The
 

investigation
 

contents
 

included
 

the
 

food
 

allergy
 

status,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amily
 

history
 

of
 

food
 

allergy,
 

etc.
 

Data
 

was
 

analysed
 

statistically
 

with
 

SPSS
 

17. 0
 

software.
 

Results　 2
 

31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incidence
 

of
 

self-reported
 

food
 

allergy
 

was
 

15. 69% (363 / 2
 

313) . Most
 

of
 

them
 

was
 

rapid
 

food
 

allergy.
 

About
 

half
 

students
 

did
 

not
 

know
 

about
 

food
 

allergy,
 

and
 

more
 

than
 

70%
 

of
 

them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food
 

labels.
 

The
 

FA
 

had
 

obvious
 

familial
 

aggrega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cidence
 

of
 

food
 

allergy
 

among
 

students
 

with
 

positive
 

family
 

history
 

and
 

those
 

with
 

negative
 

family
 

history
 

( χ2 = 28. 696,
 

P<0. 05) .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food
 

allergy
 

between
 

students
 

with
 

one
 

or
 

both
 

parents
 

of
 

food
 

allergy
 

and
 

those
 

without
 

( χ2 = 26. 184,
 

P<0. 05) . The
 

heritability
 

of
 

food
 

allergy
 

in
 

first-degree
 

relatives
 

( parents)
 

was
 

44. 4% ,
 

stratified
 

by
 

exposure
 

to
 

smoke,
 

the
 

heritability
 

of
 

food
 

allergy
 

in
 

first-
degree

 

relatives
 

( parents)
 

in
 

smoke
 

environment
 

was
 

73. 8% ,
 

and
 

the
 

heritability
 

in
 

smoke-free
 

environment
 

was
 

15. 2% .
 

Conclusion　 The
 

rate
 

of
 

self-reported
 

food
 

allerg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as
 

15. 7% .
 

Food
 

allergy
 

had
 

obvious
 

familial
 

aggregation,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genetic
 

factors.
 

The
 

students
 

wer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food
 

allergy,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relevant
 

knowledge
 

publicity
 

and
 

health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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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过敏( food
 

allergy,FA) 发病率在世界范围

内呈上升趋势,目前已知约占总人口的 5%,占儿科

人口的 8% [ 1] 。 食物过敏作为过敏进程的首发症

状 [ 2] ,与消极的社会心理、焦虑、生活质量受损有

关,也是医院急诊科过敏性休克的原因之一 [ 3-4] ,已
构成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疾病负担。 尽管在

近十几年对食物过敏的认识有较大提升,但对食物

过敏的病因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仍然有限。 患者

基因、表观遗传和环境暴露在食物过敏风险方面起

着重要的作用 [ 5] 。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食物过

敏也呈迅速上升的趋势 [ 6] 。 目前国内对大学生群

体食物过敏及其家族聚集性的研究较有限,本文通

过对南昌市大学生群体进行问卷调查,了解食物过

敏状况、分析自诉食物过敏家族聚集性,计算食物

过敏遗传度,以此推断食物过敏高危人群,为食物

过敏的防治与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南昌市内六所大学就读的本科大

学生。 纳入标准:2018 年 12 月在南昌市就读的本

科大学生,年龄范围 18 ~ 24 岁。 课题组成员在统一

培训后,于 2019 年 12 月在各个学校进行现场问卷

调查。 调查人员均为本课题研究组成员。
1. 2　 方法

1. 2. 1　 研究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进行研究,设计调查问卷,对

南昌市大学生群体进行抽样调查,根据人群自诉患

病情况对食物过敏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 2. 2　 样本量估算

据 文 献 [ 7] 报 道 自 述 食 物 过 敏 患 病 率 约 为

13. 7% ~ 33. 7%。 假设自诉食物过敏的患病率为

15%,根据公式: n = 400 ∗ ( q / p ) , 其中 p = 0. 02,
q = 1-p,经计算可得 n = 2

 

268。 假设有效应答率为

90%,测需要的调查样本量为 2
 

520。
1. 2. 3　 抽样对象

南昌市内的 6 个城区中随机抽取 3 个区(对上

述 6 个城区依次编号,并随机抽样) ,以 3 个市区的

学校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每区随机抽取 2 所学校,
共 6 所大学纳入调查。 每所大学再根据学生总数按

照比例随机抽取部分大学生纳入调查对象,被抽取

的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共计 2
 

538 人。
1. 2. 4　 问卷调查

由本课题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

般情况;食物过敏的诊断、症状持续时间等;对食物

过敏的了解、是否关注食物标签以及食物过敏对生

活的影响情况等;自身过敏史,过敏性疾病家族史

(家族中谁有过)等。
要求调查对象尽量准确详细回忆自身情况,并

根据问卷调查内容如实填写。 对存在疑问者,调查

人员仔细客观回答,不要做出任何诱导回应。 填写

完毕后当场收回问卷。
1. 3　 质量控制

问卷设计阶段:查阅文献,并进行预调查,反复

修改后完成最终问卷;调查阶段:调查员经过统一

培训,采用统一调查方法,对可能提出的问题进行

统一回答。 问卷回收后,分析问卷答案前后是否一

致,符合要求问卷的数据由不同人员两次录入,以

免错漏。
1. 4　 统计学分析

问卷采用 EpiData 软件进行双录入。 数据录入

后,由专业人员进行核查、数据清理和校正。 应用

SPSS
 

20.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用 χ2 检验分析分类数据之间的差异,P<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再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

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根据 falconer 公式计

算遗传度指标,h2 = b / r,b = Pg( Xg-Xra) / ag,式中,h
为遗传度;b 为亲属易患性对先证者易患性的回归

系数;r 为亲属系数;P = 1 -患病率 q;g 代表食物过

敏阴性学生;ra 代表食物过敏阳性学生,X 值与 a 值

查 falconer 表得到。

2　 结果

2. 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回收 2
 

313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1. 13%
(2

 

313 / 2
 

538)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21. 5 岁,此次

调查的大学生一般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的一般特征

Table
 

1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类别 特征 人数 构成比 / %

性别

年龄(岁)

父母文化程度

吸烟

自身过敏史

家族过敏史

男 834 36. 06
女 1479 63. 94

≤20 558 24. 12
>20 1

 

755 75. 88
小学及以下 849 36. 71

中学 552 23. 87
大学本科及以上 912 39. 43

主动吸烟 201 8. 69
被动吸烟 696 30. 09
不吸烟 1

 

416 61. 22
有 1

 

053 45. 53
无 1

 

260 54. 47
有 381 16. 47
无 1

 

932 83. 53

2. 2　 自诉食物过敏相关情况

大学 生 自 诉 有 食 物 过 敏 患 病 率 为 1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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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 2
 

313) 。 其中 55. 37% ( 201 / 363) 是通过医生

或过敏专家诊断为食物过敏,多数为食用相关食物

后 2
 

h 内出现症状, 为速发型食物过敏, 63. 64%
(231 / 363)大学生过敏症状在 1

 

d 内消失,多数人自

诉食 物 过 敏 对 生 活 影 响 不 大, 47. 60% ( 1
 

101 /
2

 

313)不了解食物过敏。 77. 04% ( 1
 

782 / 2
 

313) 的

大学生不会注意食物标签,见表 2。

表 2　 自诉食物过敏相关情况

Table
 

2　 Situation
 

of
 

self-reported
 

food
 

allergy
项目 特征 人数 构成比 / %

自述是否食物过敏

诊断途径

食后多久出现过
敏症状

症状持续时间( h)

食物过敏对生活
的影响

对食物过敏的
了解

是否会注意食物
标签

是 363 15. 69
否 1

 

950 84. 31
自行 141 38. 84
医生 183 50. 41

过敏专家 18 4. 96
其他 21 5. 79
≤2 216 59. 50
>2 147 40. 50

≤24 231 63. 64
>24 132 36. 36
很大 33 9. 09
较大 51 14. 05
较小 171 47. 11

几乎没影响 108 29. 75
非常了解 180 7. 78
比较了解 1

 

032 44. 62
听说过,但不了解 1

 

050 45. 40
没听过 51 2. 20

会 531 22. 96
不会 1

 

782 77. 04

2. 3　 食物过敏的家族聚集性分析

采用二项分布模拟患病家族中患病人数,将食

物过敏病例分布的实际频数和二项分布的理论频

数做 χ2 检 验,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χ2 = 54. 706,
P<0. 05) ,表明食物过敏的病例分布不服从二项分

布。 认为食物过敏存在家族聚集性,见表 3。

表 3　 食物过敏的家族聚集性

Table
 

3　 Familial
 

aggregation
 

of
 

food
 

allergies

项目
病例分布

0 1 2 3
实际频数 563 126 35 5
理论频数 465. 3 255. 9 46. 9 2. 9

2. 4　 食物过敏家族史与大学生食物过敏的关系

在食物过敏阳性学生中,33. 06% ( 120 / 363) 来

自食物过敏家族史阳性家庭,66. 94% ( 243 / 363) 来

自家族史阴性家庭。 家族史阳性学生自诉食物过

敏率为 31. 50%(120 / 381) ,明显高于家族史阴性学

生食物过敏率(12. 58%,243 / 1
 

932)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χ2 = 28. 696,P< 0. 05) ,见表 4。 一级亲属( 父

母)食物过敏史与食物过敏的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χ2 = 26. 184,P < 0. 05) ,可认为父母过敏状态不

同,子女的过敏状态也不同, 见表 5。 经 多 因 素

Logistic 回归校正抗生素使用情况、肥胖、日照、吸烟

因素后分析显示,若大学生的父母一方或双方有过

敏史则其更易发生食物过敏 [ OR = 3. 360,95% CI:
2. 155 ~ 5. 239,P<0. 05] 。

表 4　 食物过敏家族史与食物过敏

Table
 

4　 Family
 

history
 

of
 

food
 

allergy
 

and
 

food
 

allergy

家族史
本人食物过敏史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120 261 381
阴性 243 1

 

689 1
 

932
合计 363 1

 

950 2
 

313

表 5　 一级亲属(父母)食物过敏史与食物过敏

Table
 

5　 First
 

degree
 

relative
 

( parent)
 

food
 

allergy
 

history
 

and
 

food
 

allergy
本人食物
过敏

父母过敏史

双方均有 仅一方有 双方均无
合计

阳性 15 75 273 363
阴性 30 141 1

 

779 1
 

980
合计 45 216 2

 

052 2
 

313

2. 5　 食物过敏遗传度

根据 falconer 公式对表 6 遗传度指标进行计

算,h2 = b / r,b = Pg( Xg-Xra) / ag。 代入数据计算 b =
0. 948(1. 635-1. 155) / 2. 054 = 0. 222,h2 = 0. 444,即
南昌市大学生食物过敏遗传度为 44. 40%。 食物过

敏阳性 学 生 中 一 级 亲 属 患 病 率 为 12. 40% ( 90 /
726) ,食 物 过 敏 阴 性 学 生 中 一 级 亲 属 患 病 率 为

5. 15%(201 /
 

3
 

900) ,阳性学生一级亲属患病率约

是阴性学生的 3. 2 倍,两种患病状态的一级亲属患

病率有显著性差异( χ2 = 18. 156,P<0. 001) 。

表 6　 不同食物过敏状态与一级亲属(父母)遗传度指标

Table
 

6　 Disease
 

status
 

of
 

different
 

food
 

allergies
 

and
 

genetic
 

index
 

of
 

first-degree
 

relatives
 

( parents)
本人食物
过敏状态

一级亲属
(父母)人数

患者数
患病率
q / %

P X a

阳性 726 90 12. 40 0. 876 1. 155 1. 651
阴性 3

 

900 201 5. 15 0. 948 1. 635 2. 054

注:P = 1-患病率 q,X 值与 a 值均为查 falconer 表得到。

3　 讨论

3. 1　 自诉食物过敏患病率

食物过敏是人群中常见的过敏性疾病,不同国

家不同种族间食物过敏发病率不同。 本研究中大

学生自诉食物过敏阳性率为 15. 69%。 GUPTA 等 [ 7]

2009—2010 年间在美国家庭中进行网上问卷调查,
一共得到 38

 

480 份问卷,分析得出自诉的儿童食物

过敏发病率约为 8%,并且其中约 2. 4%的儿童存在

多种食物过敏。 另一项在美国采用食物激发试验

确诊得到的数据 [ 8] 显示食物过敏发病率为 6%。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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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NWARU 等 [ 9] 对常见食物过敏进行分析发现,
全人群自我报告患病率为 6%。 国内暂时还无确切

的普查数据,广州市一项研究 [ 10] 结果显示,以临床

医生诊断得到的食物过敏发生率为 5. 38%,经皮肤

点刺试验和 sIgE 检测阳性,且经医生诊断同时出现

食物过敏症状的食物过敏发病率仅为 0. 31%,而同

组人员经问卷调查得到自报食物过敏患病率为

14. 60%,结果存在较大差距。 自诉食物过敏通常高

估食物过敏患病率 3 ~ 4 倍 [ 11] 。 这可能是由于患者

认为食物的其他不良反应(如食物中毒、酶缺乏、接
触性皮炎或食物厌恶) 是食物过敏,或由于调查过

程中存在的信息偏倚从而导致数据出现不一致。
在基于人群的研究中,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进行过敏

原检测,因此这些研究常使用自我报告的患病率。
由于自诉者的偏倚,自诉的食物过敏流行率可能被

夸大,然而,当辅助试验无法获得时,自我报告的食

物过敏流行率可能是基于人群研究中评估流行率

的合适工具 [ 12] 。
3. 2　 食物过敏家族聚集性

和许多慢性疾病一样,食物过敏的表达受基

因、环 境 和 基 因 组-环 境 相 互 作 用 的 影 响。 有 研

究 [ 13] 发现,暴露于烟草环境,食物过敏家族史,早期

益生菌制剂摄入以及在 6 月之前引入固体食物是发

生食物过敏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食物

过敏阳性大学生中,大多数来自家族史阴性家庭。
这可能是由于家族史阴性学生的基数相对较大,并
且食物过敏受其他因素影响。 还可能是由于调查

对象均为在校大学生,对是否有过敏家族史的回忆

不准确,或对食物过敏的理解存在偏差,从而导致

家族史的数据并不准确。
家族试验研究表明,亲属有过敏史的儿童发

生食物过敏的概率显著高于无过敏史的家族儿童

的发生率。 国外一项研究 [ 14] 显示,父母双亲均有

过敏性疾病史的儿童,其中有 40% ~ 50%的概率会

发生过敏性疾病;而直系家属中一位有敏性疾病

史的儿童,有 20% ~ 30% 的可能会发生过敏性疾

病;在无阳性家族史的儿童中,发生过敏性疾病的

可能降到了 10% 。 本研究发现,家族史阳性学生

食物过敏发病率为 31. 50% ,远远高于家族史阴性

学生的 12. 58% ,家族史阳性学生和家族史阴性学

生的食物过敏发生率有统计学差异,食物过敏家

族史可能是发生大学生食物过敏的一项危险因

素。 研究显示,父母双方均无食物过敏史,孩子发

生食物过敏的概率为 13. 30% ;而父母中有一方有

食物过 敏 史, 孩 子 发 生 食 物 过 敏 的 概 率 增 加 到

34. 72% ;若父母双方均有食物过敏史,则孩子食

物过敏的可能性为 33. 3% 。 父母双方均有食物过

敏的孩子发生食物过敏的概率较父母中仅一方有

食物过敏史的更低,可能由于本研究调查人数限

制,父母双方均有食物过敏史的样本量较小,不能

代表整个人群,导致数据结果出现偏倚,结果还需

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显示食物过敏存在明显的家族聚集性,

这可能因由于亲属与孩子之间存在共同的遗传背

景或(和) 亲属之间生活的环境相同所致。 遗传度

代表疾病发生受遗传因素影响的程度,遗传度越

大,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越大,受环境影响就越小,反
之亦然。 本文得到食物过敏的遗传度为 44. 40%。
表明大学生食物过敏受遗传因素影响。 现有的双

胞胎和家庭研究 [ 15] 表明,基因组成可能在食物过敏

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些研究中,遗传差异

占观察 到 的 食 物 特 异 性 IgE 个 体 差 异 的 15% ~
35%。 SICHERER 等 [ 16] 发现花生过敏的遗传率估

计为 82% ~ 87%,表明遗传影响的作用。 研究结果

的不一致可能与研究对象人群以及研究设计的差

异有关,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3. 3　 大学生对食物过敏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因摄入过敏原食物

而引起的过敏事件呈递增趋势,食物过敏反应已

成为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 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近一半大学生不了解食物过敏,70% 以上大学

生不会注意食物标签。 说明大学生对食物过敏的

认识不够,为预防和减少食物过敏事件发生,应对

大学生加强有关食物过敏的科学健康宣教以提高

食物过敏的防范意识,降低食物过敏不良事件的

发生。
相关数据 [ 12] 表明,食物过敏的流行率呈快速增

长,每十年约增加为 1. 2%,食物过敏对患者产生不

良的身体、社会心理和经济影响 [ 17] ,已成为影响人

类健康的世界性重大问题。 南昌市大学生自诉食

物过敏患病率较高;食物过敏受多种因素影响,存

在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多数大学生对食物过敏不了

解,也不会注意包装食物的标签。 因此在大学生尤

其是有食物过敏家族史的大学生中加强有关食物

过敏相关的健康教育对预防、管理大学生食物过敏

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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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北京市顺义区腹泻病例分离的沙门氏菌进行耐药特征分析。 方法 　 2 个收集 2013—2018 年北

京市顺义区腹泻病例粪便标本,对标本进行沙门氏菌分离培养、生化鉴定和血清分型,使用微量肉汤法对分离的沙

门氏菌菌株进行 26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检测,开展耐药率、非敏感率、多重耐药率和耐药谱分析。 结果 　 腹泻病

例沙门氏菌检出率为 5. 44%(113 / 2
 

076),包含 26 种血清型,其中肠炎沙门氏菌构成比为 32. 46% (37 / 114),鼠伤

寒沙门氏菌构成比为 27. 19%(31 / 114)。 沙门氏菌多重耐药率为 44. 74%(51 / 114),分布 62 种耐药谱;肠炎沙门氏

菌多重耐药率为 67. 57%(25 / 37),分布 29 种耐药谱。 鼠伤寒沙门氏菌多重耐药率为 45. 16% (14 / 31),分布 20 种

耐药谱。 结论 　 北京市顺义区分离自腹泻病例的沙门氏菌耐药状况较为严重,耐药谱分布呈现多样性。 应持续开

展沙门氏菌病原学监测,为沙门菌感染的科学防控和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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