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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皮肤病是皮肤科的常见病之一，随着环境污染、饮

食习惯、居住条件等因素的变化，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临

床上过敏性皮肤病的发生，病因多不明确，症状反复发作，给

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而湿热蕴脾型过敏性

皮肤病是临床上常见证型之一，病程日久，缠绵难愈，反复发

作。为进一步分析广州地区湿热蕴脾型过敏性皮肤病常见致敏

因素，笔者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9 月—2016 年 1 月于广东省

中医院住院治疗的 242 例湿热蕴脾型过敏性皮肤病患者血清

特异性过敏原、总 IgE 水平，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13 年 9 月 - 2016 年 1 月于广东省中医院

住院治疗的 242 例湿热蕴脾型过敏性皮肤病患者。其中特应

性皮炎 31 例，湿疹 167 例，荨麻疹 44 例，年龄 2～98 岁，

男 132 例，女 110 例。采用 Excel2003 软件建立数据库。
1.2 辨证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辨为湿热蕴脾型。
2 研究方法

2.1 检测方法及材料 总 IgE 检测采取电化学发光法，试剂

盒购自德国罗氏公司。过敏原检测采用瑞典法玛西亚公司生产

的 Phadia250 全自动免疫诊断仪及配套试剂盒，应用荧光酶

标法检测，其中吸入性过敏原检测包括：树组合(杨树、柳树、
榆树)，矮豚草，艾蒿，尘螨组合，屋尘，猫毛，狗上皮，蟑

螂，霉菌组合，葎草。食物过敏原检测包括：鸡蛋白，牛奶，

花生，黄豆，牛肉，羊肉，海鱼组合，淡水鱼组合，虾，蟹。
所有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各组间阳性率比较采用 χ2 检验。
3 结果

3.1 血清总 IgE 检测结果 242 例湿热蕴脾型过敏性皮肤病

患者中，113 例患者血清总 IgE 阳性，阳性率为 46.69%。特应

性皮炎、湿疹、荨麻疹总 IgE 阳性率各不同，分别为：96.77%、
40.12%、36.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6.022，P＜0.05)。

表 1 血清总 IgE 检测结果 例

3.2 血清特异性过敏原检测结果 见表 2。242 例湿热蕴脾

型过敏性皮肤病患者吸入组过敏原分布以尘螨组合(33.88% )、
蟑螂(15.70%)、艾蒿(14.87%)、树组合(13.63%)、屋尘过敏者

(11.98% )多见，食物性过敏原分布以蟹(16.52% )、海鱼组合

(11.57% )、花生(9.91% )、虾(5.37% )、淡水鱼(5.37% )多见。
但 3 种湿热蕴脾型过敏性皮肤病常见过敏原分布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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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吸入组过敏原湿疹、荨麻疹患者常见为尘螨组合、艾蒿、
蟑螂，特应性皮炎患者为尘螨组合、屋尘、霉菌组合；食物组

过敏原湿疹、荨麻疹、特应性皮炎患者常见均为蟹、海鱼组

合、花生。

表 2 血清特异性过敏原检测结果 例

4 讨论

过敏反应又称为超敏反应，过敏原通过多途径与体内抗体

结合产生变态反应。临床通常分为 4 型，Ⅰ型(速发型)、Ⅱ型

(细胞毒型)、Ⅲ型(免疫复合物型)、Ⅳ型(细胞介导型)。其中Ⅰ

型又称 IgE 依赖型，通过 IgE 介导引起肥大细胞等脱颗粒，释

放组胺、白三烯等，作用于靶细胞导致疾病的发生。Stadler

BM 等[1]研究发现慢性荨麻疹患者血清中存在提高亲合力 IgE

受体的 FC 抗体或抗 IgE 的自身抗体。同时临床发现，不同人

种、国家、地域的血清总 IgE 水平及变应原特异性 IgE 检测不

同[2]。喻楠等[3]研究发现，宁夏地区 1844 例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血清总 IgE 阳性率为 62.3%。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广州地区

湿热蕴脾型过敏性皮肤病患者总 IgE 阳性率为 46.69% ，其中

以特应性皮炎患者最高，阳性率达 96.77%。总之，血清总

IgE 对湿热蕴脾型过敏性皮肤病的诊治具有重要意义，但应注

意以下两个方面：①总 IgE 升高时，注意排除其他因素所致的

总 IgE 升高；②总 IgE 不高时，应结合特异性 IgE 检测结果，

排除假阴性结果，如特异性 IgE 结合受体，导致血清不能测

得；过敏性疾病未在发作期，特异性 IgE 偏低等因素。
中医学认为，过敏反应多因禀赋不耐，腠理不密，或饮食

不节，过食辛辣肥甘厚味，损伤脾胃，脾失健运，湿浊内停，

蕴久化热，外搏肌肤而发；或居住环境潮湿，风邪侵袭，风湿

之邪与内在湿热之邪蕴结发于肌肤；或患病日久耗伤阴血，血

虚生风化燥，肌肤失养。本研究 242 例湿热蕴脾型皮肤病患

者，吸入组过敏原分布以尘螨组合、蟑螂、艾蒿多见，食物性

过敏原分布以蟹、海鱼组合、花生多见。这与国内文献报道结

果有一定的差异。樊爱军等[4]报道杭州地区过敏性疾病过敏原

检出率前 5 位的分别是尘螨、屋尘、牛奶、点青霉分枝孢霉

烟曲霉交链孢霉、鱼虾蟹。这可能与广州地处岭南湿热之地，

利于尘螨、蟑螂、艾蒿的生长繁殖有关。蟹、海鱼检出率高可

能与广州地区经济发达及地域饮食习惯，食用较多蟹、海鲜有

关，而花生的阳性可能与人们饮食结构改变、食用花生油有

关。因此临床上完善湿热蕴脾型过敏性皮肤病患者过敏原检测

有助于避免或减少接触过敏原，减轻症状，减少复发，必要时

可通过检测结果进行特异性脱敏治疗；同时因各种原因未完善

过敏原检测者，建议患者避免接触可能过敏原，可预防或减轻

疾病的发生。本次研究时间有限，样本量偏小，地域局限，患

者均为住院病人，不能充分说明广州地区湿热蕴脾型过敏性皮

肤病患者的情况。在进一步的临床研究中，应扩大样本量，进

行多中心、大样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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