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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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报告
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 #% 项食物 I[<_检测及与

常见食物 I[<U相关性探讨

黄惠敏"孙宝清"白铭瑜"霍毅婷"郑佩燕"韦妮莉"罗文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摘$要!目的$探讨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 #% 项食物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_&I[<_’抗体浓度水平及患者与常

见食物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U&I[<U’抗体浓度的相关性! 方法$&%!! 年 - 月,&%!* 年 !% 月调查就诊于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 !Y, 例"检测 #% 项食物 I[<_及常见食物 I[<U抗体"采用 GaGG !#.%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I[<_阳性率较高的 " 类食物种类是乳类及其制品 *&.-"b"-%Y/! *&*’%甲壳类
&&*.Y&b"&-*/! %-,’%肉蛋类 &&&.(,b"&%!/,#%’"较低的是谷类植物 &(.#"b"#(/! -%&’和水果类 & (.Y%b"

!"&/& "!*’#阳性率较高的食物是鸡蛋 &Y%.Y#b"!&-/!Y,’"其次是白软干酪 &-#.!%b"!&"/!Y,’"牛奶 &--.,(b"

!!#/!Y,’! 不同类别食物及同种类别不同食物 I[<_抗体在不同年龄组的阳性率分布各异! % f" 岁婴幼儿组"乳

类及乳制品的阳性率最高"但随着年龄组的增长"阳性率逐渐降低#甲壳类的阳性率在 * 岁后呈上升趋势! % f" 岁

婴幼儿组水果类和乳类及其制品" * f- 岁学龄前组谷类植物%水果类%肉蛋类" Y f!- 岁学龄组甲壳类"

"!Y 岁成人组"豆荚科植物类%蔬菜类%乳类及其制品%鱼类%甲壳类 I[<_抗体阳性率均是男性高于女性"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5h%.%(’#* f- 岁组其他类"Y f!- 岁组乳类及其制品是女性高于男性"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h

%.%(’! 多项食物 I[<_抗体水平高度相关"以乳类及其制品和蔬菜水果类食物为主! 鸡蛋 I[<_和蛋清 I[<U"牛奶和

鸡蛋 I[<_和 I[<U抗体之间具有一定相关性&)I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结论$#% 项

食物 I[<_抗体在不同年龄及性别间具有一定的阳性分布特征"可以作为食物 I[<U检测的一个补充"临床诊断应结

合年龄%性别及膳食习惯等因素"为患者的饮食调整作出更合理的指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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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变应性疾病主要有变应性鼻炎’支气管
哮喘’花粉症’咳嗽变异性哮喘等"患病率每年呈上
升趋势* 通常认为"吸入性过敏原主要引起呼吸道
过敏反应"而食物则主要诱发消化道’皮肤及全身
过敏反应* 但通过对临床确诊变应性鼻炎的患者
食物过敏原致敏状态特征的分析发现"食物过敏原
致敏状态常与吸入性过敏同时存在 (!) "所以食物过
敏#E)$是诱导皮肤疾病’消化道及呼吸道等多种症
状的重要原因 (&+*) * #% 项食物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_
#I[<_$抗体水平在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者的
分布目前还鲜见报道"本文将分析呼吸道变应性疾
病患者者 #% 项食物 I[<_抗体的阳性分布特征及其
与常见食物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U#I[<U$抗体的相关
性"结合临床表现指导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
的饮食调整*

!$对象与方法
!.!$对象
!.!.!$病例收集

本课题组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就
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变态反应科’呼吸
科’儿科’耳鼻喉科’中医科的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疾
病患者 !Y, 例"将患者按年龄分组"分为%% f" 岁婴
幼儿组 (- 例’* f- 岁学龄前组 "- 例"Y f!- 岁学龄
组 &# 例""!Y 岁成人组 (Y 例* 临床诊断疾病主要
包括%哮喘’过敏性鼻炎’喘息性支气管炎’咳嗽变
异性哮喘等"患者因诊断和鉴别诊断需要进行 #% 项
食物 I[<_及常见食物 I[<U抗体检测*
!.!.&$主要仪器与试剂

)\\U’_̂ +X+\[W系统#德国 EAAJC$"酶联免疫
吸附法试剂盒#U\[G)"美国 L9AKCD92:$*
!.&$方法
!.&.!$血清制备

用带分离凝胶的促凝管取患者静脉血 * KB"室
温凝血 -% K9;"" %%% D/K9; 离心 !% K9;"将血清分

离以备检测*
!.&.&$食物 I[<_抗体检测

运用 U\[G)#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 种食
物 I[<_抗体* 检测项目如下%豆荚科植物 Y 种%花
生’大豆’嫩豌豆’杂色豌豆’芝麻’青豆’利马豆&

谷类植物 # 种%小麦’小米’整粒大麦’荞麦’黑麦’

玉米’大米’麦芽’燕麦&坚果及油料类 - 种%腰果’

黑胡桃’杏仁’红花籽’芥菜籽’葵花籽&水果类
!" 种%苹果’鳄梨’香蕉’越橘’哈密瓜’葡萄’柚子’

橄榄’橘子’桃’菠萝’草莓’柠檬&蔬菜类 !# 种%椰
菜’卷心菜’红辣椒’胡萝卜’菜花’茄子’芹菜’黄
瓜’青椒’球叶莴苣’蘑菇’洋葱’欧芹’马铃薯’菠
菜’南瓜’甘薯’西红柿’大蒜&乳类及其制品 , 种%

美式乳酪’切达干酪’白软干酪’牛奶’羊奶’瑞士
硬干酪’酸乳酪’黄油&肉蛋类 ( 种%牛肉’鸡肉’猪
肉’火鸡’鸡蛋&鱼类 Y 种%大比目鱼’大马哈鱼’沙
丁鱼’鳎鱼’鳟鱼’鳕鱼’金枪鱼&甲壳类 - 种%蛤’

螃蟹’龙虾’扇贝’虾’牡蛎&其他类 !% 种%蔗糖’肉
桂’蜂蜜’面包酵母’啤酒酵母’巧克力’咖啡’可乐
豆’红茶’烟草*

I[<_检测结果按其浓度定量分级如下%h(% 7/KB

为 % 级&" (% 且 h!%% 7/KB为 ! 级&" !%% 且
h&%% 7/KB为 & 级&"&%% 7/KB为 " 级* ! 级以上
即为阳性*
!.&."$食物 I[<U抗体检测

应用 )\\U’_̂ +X+\[W系统"采用酶联免疫捕
获法"酶标板由抗人 [<U抗体包被"检测 !* 种常见
食物变应原 I[<U#包括花生’西红柿’虾’小麦’鸡
蛋’蛋清’蟹’大豆’牛奶’洋葱’大米’牛肉’鸡肉’蘑
菇$* I[<U检测结果按其 浓度 定 量分级 如下%
h%."( [7/KB为 % 级&"%."( 且 h%.Y% [7/KB为
! 级&"%.Y% 且 h".(% [7/KB为 & 级&"".(% 且 h
!Y.(% [7/KB为 " 级&"!Y.(% 且 h(%.%% [7/KB为
* 级&"(%.%% 且 h!%%.%% [7/KB为 ( 级&"!%%.%%
[7/KB为 - 级* ! 级以上即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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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经 GaGG !#.%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

理* 分别统计 #% 种食物过敏原的阳性率"非正态分
布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来进行描述"采用
"& 检验比较各过敏原 I[<_组间阳性率差异"采用
GOC:DK:; 对不同过敏原 I[<_抗体浓度"以及花生’
西红柿’虾’蟹’小麦’鸡蛋’大豆’牛奶’洋葱’大米’
牛肉’鸡肉’蘑菇血清 I[<_和 I[<U浓度"鸡蛋 I[<_
和蛋清 I[<U浓度进行不同抗体间相关性分析"5h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与分析
&.!$各种及各类别食物 I[<_抗体的阳性率分布

阳性率最高的食物是鸡蛋#Y%.Y#b"!&-/!Y,$"其
次 是 白 软 干 酪 # -#.!%b" !&"/!Y, $ 和 牛 奶
#--.,(b"!!#/!Y, $"这 " 种食物 I[<_抗体浓度
" 级所占比例分别为 *-.%Yb # ,&/!Y, $’ *,."!b
#,-/!Y,$’",.Y-b#-#/!Y,$"是 " 级比例较高的食
物* & 级所占比例较高的食物是牛奶’瑞士硬干酪’
切达干酪"各占 !,.(*b#""/!Y,$&而 ! 级较多的食
物是扇贝’螃蟹’沙丁鱼"各占 &*.Y&b#**/!Y,$"沙
丁鱼和蛤只有 ! 级和 & 级* 各类食物 I[<_抗体阳
性率从高到低分别为%乳类及其制品 *&.-"b
#-%Y/! *&*$’甲壳类 &*.Y&b#&-*/! %-,$’肉蛋类
&&.(,b#&%!/,#%$’鱼类 !#.%&b #&"Y/! &*- $’豆
荚科植物类 !(.#Yb #!##/! &*- $’蔬菜类 #.!!b
#"%,/" ",&$’其他类 ,.,,b #!(,/! Y,%$’坚果及
油料类 Y.,Yb#,*/! %-,$’谷类植物 (.#"b$$

##(/! -%&$’水果类 (.Y%b#!"&/&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5h%.%($"见图 ! f"*

注%因数据过多"图 ! 仅选取阳性率较高的食物

图 !$&% 种食物 I[<_抗体阳性率的分布
E9<=DC!$&% F9I@D9M=@9A; A33AAF I[<_:;@9MAFH

OAI9@9PCD:@C9I49<4CD

图 &$&% 种阳性率较高的食物 I[<_抗体阳性率食物

不同级别分布
E9<=DC&$EAAF I[<_:;@9MAFHOAI9@9PCD:@CA33AAF F9I@D9M=@9A;

:@F933CDC;@BCPCBIA3&% J9;FIA349<4CDOAI9@9PCD:@C

注%因数据较多"图 " 和文章中仅体现具有代表性食物的阳性率

图 "$各种类别不同食物 I[<_抗体阳性率分布
E9<=DC"$k:D9A=I@HOCIA3I[<_:;@9MAFHOAI9@9PCD:@C9; F933CDC;@3AAF F9I@D9M=@9A;

&.&$不同类别食物 I[<_抗体在各年龄组的阳性率
分布

在 % f" 岁婴幼儿组中"乳类及其制品的阳性率
最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阳性率逐渐降低"其趋势
与肉蛋类一致* 在各年龄组中"牛奶的阳性率均高

于羊奶"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甲壳类的
阳性率在 * 岁后呈上升趋势"尤其是扇贝"阳性率高
达 ,&.*-b#*Y/(Y$&% f" 岁婴幼儿组中"阳性率最
高 的 蔬 菜 是 洋 葱 **.-*b # &(/(- $" 而 "
!Y 岁成人组中"除 了 菠 菜 的 阳 性 率 为 !(.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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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外"其他蔬菜的阳性率都在 !%b以下&% f
" 岁婴幼儿组中"阳性率较高的水果是橘子和桃均
为 &!.*"b#!&/(-$"* f- 岁学龄前组哈密瓜阳性
率最高#&(.%%b"#/"-$"Y f!- 岁学龄组橄榄阳性
率最高#!".Y#b"*/&#$""!Y 岁成人组橘子阳性率
最高#!*.%*b",/(Y$&% f" 岁婴幼儿组阳性率最高
的坚果及油料类食物是黑胡桃 #"%."-b"!Y/(-$"
谷类植物是大米#&!.*"b"!&/(-$&除 % f" 岁婴幼
儿组"其他组豆荚科类阳性率最高的食物均是芝
麻* 其他类别的食物中"% f" 岁婴幼儿组和 * f
- 岁学龄前组阳性率最高的食物是蔗糖"阳性率分
别为 "&.!*b#!,/(-$和 ",.,#b#!*/"-$"Y f!- 岁
学龄组" 阳性率最高的食物是咖啡 # "Y.#"b"
!!/&#$""!Y 岁成人组是烟草#&#.,&b"!Y/(Y$*
&."$不同类别食物 I[<_抗体阳性率在不同性别间
的分布

% f" 岁婴幼儿组水果类和乳类及其制品"* f
- 岁学龄前组谷类植物’水果类’肉蛋类"Y f!- 岁学
龄组甲壳类""!Y 岁组豆荚科植物类’蔬菜类’乳类
及其制品’鱼类’甲壳类 I[<_抗体阳性率均是男性
$$$

注%因数据过多"图 * 仅表示阳性率的分布情况

图 *$各年龄组在不同类别食物 I[<_抗体阳性率分布
E9<=DC*$]9I@D9M=@9A; 9; F933CDC;@2:@C<AD9CIA33AAF I[<_

:;@9MAFHOAI9@9PCD:@C:KA;<:BB:<C<DA=OI

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h%.%($&* f- 岁
学龄前组其他类"Y f!- 岁学龄组乳类及其制品
I[<_抗体阳性率是女性高于男性"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5h%.%($&蔬菜类’乳类及其制品’肉蛋类’甲
壳类在各年龄组中"男性及女性的阳性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5h%.%($&而豆荚科植物类和水果类及
其他类仅男性的阳性率在各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5h%.%($&鱼类仅是女性在各年龄组的阳性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见表 !*

表 !$不同类别食物 I[<_抗体在各年龄组及不同性别的阳性率分布
R:MBC!$]933CDC;@2:@C<AD9CIA33AAF I[<_:;@9MAFHOAI9@9PCD:@C9; F933CDC;@:<C<DA=OI:;F F933CDC;@<C;FCDF9I@D9M=@9A;

食物类别 性别
年龄组

% f" 岁婴幼儿组 * f- 岁学龄前组 Y f!- 岁学龄组 "!Y 岁成人组
5

豆荚科植物类

谷类植物

坚果及油料类

水果类

蔬菜类

乳类及其制品

肉蛋类

鱼类

甲壳类

其他

男 !".#"#"# /&,%$ !&.!Y#&" /!,#$ &%.%%#"! /!(($ &*.-"#(% /&%"$: %.%%%

女 !%.Y!#!& /!!&$ !&.Y%#, /-"$ !#.-!#!% /(!$ !*.,%#&# /!#-$ %.*,%

男 -.!!#&& /"-%$ Y.%%#!Y /&*"$: ,.(%#!Y /&%%$ Y.&,#!# /&-!$ %.YY%

女 -.&(## /!**$ %.%%#% /,!$ -."(#* /-"$ ".(Y## /&(&$ %.%-%

男 #.(,#&" /&*%$ !!.Y"#!# /!-&$ #.%&#!& /!""$ ,.-&#!( /!Y*$ %.Y#%

女 -.&(#- /#-$ (.--#" /("$ &.",#! /*&$ ".(Y#- /!-,$ %.-(%

男 !%.%%#(& /(&%$: #.-##"* /"(!$: &.!%#- /&,-$ *.YY#!, /"YY$ %.%%%

女 *.""## /&%,$ ".*&#* /!!Y$ !.!%#! /#!$ &.&%#, /"-*$ %."(%

男 !".*&#!%& /Y-%$ !*.,!#Y- /(!"$ *.("#!# /*!#$ ,.!Y#*( /((!$: %.%%%

女 !&.,"#"# /"%*$ #.#*#!Y /!Y!$ %.Y(#! /!""$ !.,,#!% /("&$ %.%%%

男 Y(."!#&*! /"&%$: *-.Y-#!%! /&!-$ *!.!*#Y& /!Y($: !&.#"#"% /&"&$: %.%%%

女 -(.-"#,* /!&,$ **.**#"& /Y&$ ((.#"#"" /(#$ Y.!*#!- /&&*$ %.%%%

男 &#.%%#(, /&%%$ Y".""### /!"($: &&.%&#&* /!%#$ !!.Y&#!Y /!*($ %.%%%

女 "(.%%#&, /,%$ "(.(-#!- /*($ &,.(Y#!% /"($ Y.,-#!! /!*%$ %.%%%

男 &!.Y##-! /&,%$ &*."*#*- /!,#$ !-.-Y#&- /!(-$ !,.Y&#", /&%"$: %.&#%

女 &-.Y##"% /!!&$ &%.-"#!" /-"$ &-.%%#!" /(%$ -.-"#!" /!#-$ %.%%%

男 !".""#"& /&*%$ &(.&Y#*- /!,&$ &Y.%Y#"- /!""$: (%.(Y#,, /!Y*$: %.%%%

女 !-.-Y#!- /#-$ ".Y%#& /(*$ #.(&#* /*&$ "-."!#-! /!-,$ %.%%%

男 Y.%%#&, /*%%$ ".*### /&(,$: !%.,-#&* /&&!$ !%.-##"! /&#%$ %.%%%

女 Y.(%#!& /!-%$ !&.&&#!! /#%$ #.,-#Y /Y!$ #.&##&- /&,%$ %.-Y%

注%:为同一年龄段"不同性别间食物 I[<_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不同食物 I[<_抗体浓度间的相关性
多项食物 I[<_抗体水平是相关联的"相关性结

果以 )I表示* , 种乳类及其制品间全是高度相关"

相关系数最高的是切达干酪和瑞士硬干酪 #)Ir

%.#-&$"其次是白软干酪和牛奶#)Ir%.#*!$&相关

系数最高的蔬菜类食物是卷心菜和菜花 #)I r

%.#!,$"其次是黄瓜和洋葱#)Ir%.#%&$&高度相关

的水果和蔬菜类是哈密瓜和黄瓜#)Ir%.,"!$"最低

的是桃和茄子#)Ir%.,%-$&高度相关的水果类食物

是柚子和柠檬#)Ir%.,"-$&高度相关的鱼类食物是

大马哈鱼和鳟鱼#)Ir%.,,($&面包酵母和啤酒酵母

也是高度相关#)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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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I[<_和 I[<U的相关性
-% 例患者同时检测鸡蛋 I[<_和蛋清 I[<U#)Ir

%.(!,$&!!% 例患者同时检测牛奶 I[<_和 I[<U#)Ir
%.*",$&(( 例患者同时检测鸡蛋 I[<_和 I[<U#)Ir
%."#&$&小麦’花生’大豆’蟹’虾’大米’洋葱’西红
柿 I[<_和 I[<U之间没有相关性"牛肉’鸡肉和蘑菇
#各 (" 例$因为至少有一个变量为常量"所以无法
计算"见表 &*

表 &$常见食物 I[<_与 I[<U抗体浓度的相关性分析
R:MBC&$>ADDCB:@9A; :;:BHI9IA32AKKA; 3AAFII[<_:;F I[<U

:;@9MAFH2A;2C;@D:@9A; KC@CD
过敏原#I[<_与 I[<U$ 病例数/例 )I 5

鸡蛋+蛋清 -% %.(!, %.%%%

牛奶 !!% %.*", %.%%%

鸡蛋 (( %."#& %.%%"

小麦 -& %.!", %.&,-

花生 !&% %.!Y( %.%(-

大豆 !!- %.!!# %.&%(

蟹 !&! j%.%!& %.,#(

虾 !!( %.!*% %.!"(

大米 !! %.&Y% %.*&"

洋葱 &( %.!!" %.(#%

西红柿 &- %.%,# %.---

"$讨论
[<_介导 [[[型过敏反应"又称免疫复合物型变

态反应* 食物 I[<_抗体参与免疫应答"可能会导致
一系列的慢性疾病发生* 食物 [<_介导的食物过敏
反应由多种食物引发"很少由单一食物引起"为迟
发过程"一般在过敏性食物摄入 &* 4 至几天后发
作"因此"患者难以自我诊断 (() * 虽然食物 I[<_抗
体对食物不良反应的诊断价值还存在争议"但是因
为食物 I[<_抗体检测的方便性"已经被广泛运
用 (-) * G:D9等 (Y)发现牛奶蛋白 I[<_抗体与牛奶引
起的消化道症状相关* T=BB9; 等 (,)发现 [<_抗体检
测作为饮食调整指导已被证实对多种疾病的临床
影响是有效的* 呼吸道变应性疾病与食物 I[<_抗
体的阳性程度存在一定联系"通过检测食物 I[<_抗
体"有助于对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者进行饮
食干预"减轻患者症状或减缓疾病的发展 (#+!%) *

从 #% 项不同类别的食物 I[<_抗体浓度分布可
以看出"动物类食物 I[<_抗体的阳性率较高"植物类
I[<_抗体的阳性率较低"说明不同蛋白结构的过敏原
其致敏性各异"高蛋白类食物更容易致敏* 5U?_
等(!!)的研究发现血清中 !* 种食物 I[<_抗体浓度变
化广泛"不同的食物有不同蛋白和组分"可能会引起
不同的免疫反应"导致大量的食物 I[<_抗体出现*

本研究发现"食物 I[<_抗体阳性分布受年龄’
性别’食物的种类等因素影响* 王燕等 (!&)的研究发

现 ( 种食物 I[<_抗体阳性率#螃蟹’鸡蛋’海虾’牛
奶’西红柿等$存在性别差异"女性高于男性* 赛晓
勇等 (!")也发现女性食物 I[<_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
男性* 然而刘小娟等 (!*) 的研究发现男/女性儿童
!* 种食物不耐受阳性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因
此研究的对象来源不同"也会导致不一致的分析
结果*

不同年龄段"不同食物 I[<_抗体阳性率的变化
趋势多样"可能与人体的免疫系统发育或不同时期
的膳食习惯有关* 正如婴幼儿时期"乳类及其制品
的阳性率较高"但随着年龄增长"阳性率逐渐下降*
婴幼儿主要的致敏食物是牛奶和鸡蛋* 儿童出现
鸡蛋过敏会影响皮肤’消化道以及呼吸道 (!() * 但在
不同的年龄段"牛奶的阳性率均高于羊奶"与 I[<U

抗体检测结果相似"有研究者发现 (!-) "#+乳球蛋白
和 !+酪蛋白为牛奶主要过敏原"山羊奶 I[<U的结合
能力低于牛奶"可以作为牛奶的替代资源* 成人时
期"人体的免疫系统发育趋于完善"而且膳食结构
多样"甲壳类食物成了阳性率最高的食物*

同一类别食物间或不同类别食物间 I[<_抗体
浓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乳类和乳制品的关联
性最强"水果类’蔬菜类’鱼类或水果与蔬菜类部分
过敏原 I[<_抗体浓度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可能是具
有共同的致敏蛋白或来源于相同的过敏原家族"如
ODAB:K9; I=OCD3:K9BH家族是植物性食品过敏原的主
要家族"含有 (Y 种过敏原和 (! 种同种异体过敏原"
几种重要的豆类’谷类’蔬菜和水果中的过敏原都
属于这个家族 (!Y) *

食物 I[<U检测是诊断食物过敏的重要辅助手
段"能避免呼吸道变应性疾病患者不必要的饮食剔
除* [<U介导 [型的过敏反应"是以组胺释放为基础
的速发型反应"发病有明显个体差异和遗传倾向*
[<U是抗体的一种"体内含量很少"但在过敏性疾病
发挥着重要的角色 (!,) * 赵俊芳等 (!#)研究发现"食
物过敏原 I[<_阳性检出率高于 I[<U"说明食物可通
过不同的途径引起过敏反应* 而本研究发现同一
食物不同类型抗体浓度也有一定的相关性"两种抗
体可同时出现阳性"说明一种食物可同时刺激机体
产生两种抗体"参与过敏反应*

通过研究发现阳性率较高的 &% 种食物中"除乳
类制品外"芝麻’扇贝’牡蛎’沙丁鱼’蛤’蔗糖’洋
葱’菠菜’鳎鱼’黑胡桃是常见的 !* 项食物 I[<_抗
体检测项目里面没有的"但日常中经常会食用的"
应该引起临床的重视*

除婴幼儿外"其他年龄段的患者膳食结构多
样"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者检测 #% 项食物



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 #% 项食物 I[<_检测及与常见食物 I[<U相关性探讨!!!黄惠敏"等 !!Y!$$ !

I[<_抗体具有一定的辅助诊断价值"但应结合临床
表现及食物 I[<_抗体阳性的分布特征"全面指导患
者进行饮食调整"改善患者症状"避免不必要的饮
食剔除*

参考文献
( ! )$张伟"赵岩"王成硕"等1过敏性鼻炎患者伴发食物过敏原致

敏状态分析(8)1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1

( & )$]C2JCDI[ )" T2\C:; G" \9;IIC; G" C@:B1[;PCI@9<:@9;<

9;@CD;:@9A;:B@9KC@DC;FI9; @4C9;29FC;2C:;F ODCP:BC;2CA3:@AO92

C2QCK:!##%+&%!%%:IHI@CK:@92DCP9CNA3CO9FCK9ABA<92:BI@=F9CI

(8)1a\AG X;C"&%!&"Y#Y$ %C"#,%"1

( " )$6:HCIa)"ED:4CDT6"W=9<BCHUT1[DD9@:MBCMANCBIH;FDAKC%

@4CDABC A33AAF 9; O:@4A<C;CI9I :;F K:;:<CKC;@( 8)1

_:I@DAC;@CDAB6CO:@AB"&%!*"!%#"$ %!-*+!Y*1

( * )$L=D;CHa"G=KKCDI>">49;; G"C@:B1aDCP:BC;2C:;F F9I@D9M=@9A;

A3IC;I9@9Q:@9A; @A3AAFI9; @4CU=DAOC:; 2AKK=;9@HDCIO9D:@ADH

4C:B@4 I=DPCH%:U=DAaDCP:BB:;:BHI9I(8)1)BBCD<H"&%!%"-( ##$ %

!!,&+!!,,1

( ( )$赵晓明"林丽莉"罗彬"等1! &,% 例过敏性鼻炎食物不耐受检

测结果分析(8)1实验与检验医学"&%!%"&,#"$ %&!&+&&%1

( - )$aCBIICD\T"ED:;JC;:Z"RAADK:; 8"C@:B1U33C2@IA3:DCI@D92@CF

CB9K9;:@9A; F9C@A; @4CMC4:P9A=DA3249BFDC; N9@4 :@@C;@9A;+FC3929@

4HOCD:2@9P9@HF9IADFCD#[?>)I@=FH$ %:D:;FAK9ICF 2A;@DABBCF @D9:B

(8)1\:;2C@"&%!!""YY##Y-*$ %*#*+(%"1

( Y )$G:D9)"UDJJ9G"69BO9’"C@:B1T9BJ ODA@C9; [<_:;F [<)%@4C

:IIA29:@9A; N9@4 K9BJ+9;F=2CF <:I@DA9;@CI@9;:BIHKO@AKI9; :F=B@I

(8)1‘ADBF 8_:I@DAC;@CDAB"&%%#"!(#"#$ %*#!(+*#!,1

( , )$T=BB9; _U"GN93@ZT"\9OIJ9\"C@:B1RCI@9;<3AD3AAF DC:2@9A;I%

@4C<AAF"@4CM:F":;F @4C=<BH(8)1?=@D>B9; aD:2@"&%!%"&(

#&$ %!#&+!#,1

( # )$陈晓欢"吴玉华1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_抗体检测在支气管哮

喘诊治中的意义(8)1临床肺科杂志"&%!*"!##($ %#%"+#%*1

(!%)$赵晓明"林丽莉"罗彬"等1! &,% 例过敏性鼻炎食物不耐受检

测结果分析(8)1实验与检验医学"&%!%"&,#"$ %&!&+&&%1

(!!)$5U?_W"]X?_G "̂‘7\e"C@:B1k:D9:MBC3AAF+IOC29392[<_

:;@9MAFHBCPCBI9; 4C:B@4H:;F IHKO@AK:@92>49;CIC:F=B@I(8)1

a\AG X;C"&%!"",#!$ %C("-!&

(!&)$王燕"周静"张毅1健康体检人群食物不耐受情况调查及其相

关因素分析(8)1山东医药"&%!""("#"-$ %Y,+,%1

(!")$赛晓勇"郑延松"赵静梅1食物不耐受流行现状及其相关因素

的横断面调查 (8)1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 # " $ %

"%&+"%(1

(!*)$刘小娟"竺婷婷"曾蓉"等1儿童食物不耐受临床分析(8)1中

国当代儿科杂志"&%!""!(#Y$ %((%+((*1

(!()$T:D@ADCBB)")BA;IAU"LA;v8"C@:B1aAI9@9A; FA2=KC;@%[<U+

KCF9:@CF :BBCD<H@AC<<ODA@C9;(8)1)BBCD<AB[KK=;AO:@4AB"&%!""

*!#($ %"&%+""-1

(!-)$丛艳君"任发政1牛奶替代品致敏性的识别 (8)1食品科学"

&%!%""!#!"$ %!,#+!#&1

(!Y)$王静"周催"孙娜"等1基于总过敏原家族的食物过敏原家族

分类(8)1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1

(!,)$_:BB9G 8"RI:9T1[<U:;F K:I@2CBBI9; :BBCD<92F9IC:IC(8)1?:@

TCF"&%!&"!,#($ %-#"+Y%*1

(!#)$赵俊芳"李桂珍"赵宏丽"等1慢性荨麻疹患者食物过敏原特

异性 [<U及 [<_检测 (8)1中华皮肤科杂志"&%!&"*( # " $ %

&%"+&%*1

1%&1

加拿大扩大赤藓糖醇的使用范围并制定限量
$$据世贸组织消息"&%!- 年 " 月 # 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通报"批准赤藓糖醇&CDH@4D9@AB’作为甜味剂用于部

分碳酸饮料!

这些饮料为非酒精%水基水果味碳酸饮料"可乐饮料除外"使用限量为 !.(b!

加拿大卫生部已经对赤藓糖醇作为甜味剂用于这些饮料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尚未发现安全隐患"因此

更新许可甜味剂列表"批准其使用!

目前加拿大已批准赤藓糖醇作为食用甜味剂并且作为甜味剂用于减肥饮料%水果冰沙饮料%非标准化

乳基饮料以及非标准化酒精饮料! &来源$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网’

&相关链接$4@@O$//NNN1249;:MCPCD:<C1AD</;CNI1O4O- 9F rY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