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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分析食物不耐受特异性斏旂斍抗体在不同疾病中的分布和意义棳以及与年龄和性别的相关性暎
方法椇采用斉斕斏斢斄法检测椀椂椂例患者血清中食物不耐受特异性斏旂斍抗体水平暎结果椇椀椂椂例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斏旂斍抗体阳性患者中棿椄灡椀椆棩表现为皮肤症状棳棿椀灡椃椂棩表现为消化道症状棳椀灡椂椀棩表现为其他症状暎皮肤暍消化
系统棽组患者中棳鸡蛋暍螃蟹的不耐受阳性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棬均 椌棸灡棸椀棭棳而牛奶的不耐受阳性
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椉棸灡棸椀棭暎在不同性别组中棳鸡蛋暍螃蟹暍大豆暍大米的不耐受阳性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棳牛奶的不耐受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不同年龄组中棳鸡蛋暍牛奶暍螃蟹的不耐受阳性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棳大豆暍大米的不耐受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暎结论椇食物不耐受筛查有助于某些病因不明
的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棳不同性别暍年龄段对食物不耐受的种类有一定差别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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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棳随着人们健康意识和医疗水平的不断
提高棳食物不耐受在许多常见临床疾病中所起的作
用越来越受到临床医师的关注和认可棳食物不耐受
与免疫球蛋白棬斏旂斍棭相关棳是一种复杂的变态反应
性疾病棳且具有和过敏相似的症状棳表现在全身各
系统暡棻暢棳主要累及皮肤及胃肠道暎有文献报道欧美
国家及澳大利亚食物过敏发生率逐年增加暡棽灢棾暢暎为
探讨某些不明原因暍反复发作暍治疗效果不佳的疾
病与食物不耐受的关系棳我们针对椀椂椂例食物不耐
受特异性斏旂斍抗体阳性的患者进行分析棳结果如
下暎
棻 对象与方法
棻棶棻 对象

棽棸棻棸灢棸椀棴棽棸棻椀灢棸棻在我院检测特异性斏旂斍抗
体棬棻棿项棭且结果至少有一项阳性的椀椂椂例患者棳其
中男棽棿椄例棳女棾棻椄例椈年龄棻暙椄椄岁棳平均棾椀灡棽
岁暎其中棽椃椀例为皮肤症状棬丘疹暍红斑暍皮肤瘙痒
等棭棳棽椀椆例为消化道疾病棬消化不良暍腹痛暍腹泻
等棭棳其他系统症状棬哮喘暍头痛等棭棾棽例暎采集清晨
空腹静脉血棾旐旍棳分离血清后进行检测暎
棻棶棽 方法

栙试剂食物不耐受特异性斏旂斍抗体检测试剂
盒棬斉斕斏斢斄方法棭棳由美国斅斏斚斖斉斠斏斆斄公司生产暎
栚操作步骤严格按照食物不耐受检测试剂盒说明
书要求进行实验操作暎将待测血清棬棻暶棻棸棸稀释棭
和标准液棬椀棸暍棻棸棸暍棽棸棸暍棿棸棸斦棷旐斕棭按要求加入孔
中棳每孔棻棸棸毺旍棳震荡棳混匀棳封闭微孔板棳室温孵育
棻旇暎洗板棾次暎所有孔中加棻棸棸毺旍抗人斏旂斍抗体灢

辣根过氧化物酶结合液暎室温孵育棾棸旐旈旑棳洗板棾
次暎所有孔中加棻棸棸毺旍工作底物混合液暎封闭微
孔板棳室温孵育棻棸旐旈旑暎在所有反应孔中加椀棸毺旍
终止液暎酶标仪测定每孔在棿椀棸旑旐 处的吸光度
值暎结果判定椇斏旂斍抗体浓度为椉椀棸斦棷旐斕等级为
棸棳阴性椈椀棸暙棻棸棸斦棷旐斕等级为棻棳轻度敏感椈棻棸棸暙
棽棸棸斦棷旐斕等级为棽棳中度敏感椈椌棽棸棸斦棷旐斕等级
为棾棳高度敏感暎

检测项目包括牛肉暍鸡肉暍鳕鱼暍玉米暍蟹暍蛋
清棷蛋黄暍蘑菇暍牛奶暍猪肉暍大米暍虾暍大豆暍西红柿暍
小麦暎
棻棶棾 统计学处理

采用斢斝斢斢棻椆灡棸软件进行统计棳计数资料采用
氈棽检验棳以 椉棸灡棸椀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椀椂椂例特异性斏旂斍抗体阳性患者中棳不同科室
所占比率依次为椇皮肤科棿椄灡椀椆棩棬棽椃椀棷椀椂椂棭椈消化
科棿椀灡椃椂棩棬棽椀椆棷椀椂椂棭椈其他科室椀灡椂椀棩棬棾棽棷椀椂椂棭暎
不同食物特异性斏旂斍抗体阳性分布详见表棻暎
  皮肤暍消化系统棽组患者中棳鸡蛋暍螃蟹的不耐
受阳性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棬均 椌
棸灡棸椀棭棳而牛奶的不耐受阳性率组间比较有差异统
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见表棽暎由于其他疾病组人
数过少棳并且来源科室过于复杂棳在本项结果中忽
略棳不予以统计暎
  性别因素分析对排序前椀位阳性率较高的不
耐受食物进行进一步分析与性别的关系棳发现牛奶
的不耐受发生率男性多于女性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其余性
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见表棾暎

将椀椂椂例患者分为棾个不同年龄组椇少年组曑
棻棿岁棳壮年组棻椀暙椀椆岁棳老年组曒椂棸岁暎针对排

暏椆椄棿暏



临床血液学杂志 第棽椆卷

序前椀位阳性率较高的不耐受食物进行比较棳鸡
蛋暍牛奶暍螃蟹不耐受率在棾组间存在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大豆暍大米的不耐受率在棾个年
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见表棿暎

表棻 椀椂椂例食物不耐受患者特异性斏旂斍抗体阳性率分布 例

食物名称 皮肤科 消化科 其他 总数 阳性率棷棩 平均级别

鸡蛋 棽棽椆 棽棸棿 棽椆 棿椂棽 椄棻棶椂 棽棶棻椃
牛奶 椆棽 椀椀 棻棿 棻椂棻 棽椄棶棿 棻棶棽椆
螃蟹 棾棽 棿棿 棽 椃椄 棻棽棶椄 棻棶棸椄
大豆 棽椆 棾棾 棾 椂椀 棻棻棶椀 棻棶椂椀
大米 棻棾 棿椃 棽 椂棽 棻棻棶棸 棻棶椃棾
玉米 椄 棿棾 棽 椀棾 椆棶棿 棻棶椃椀
鳕鱼 棻椃 棽椄 棿 棿椆 椄棶椃 棻棶棽棿
西红柿 棻椀 棾棻 棻 棿椃 椄棶棾 棻棶椂棸
小麦 棻棽 棻棿 棾 棽椆 椀棶棻 棻棶棾棿
虾 棽 棻棽 棻 棻椀 棽棶椃 棻棶棸椃
蘑菇 棾 椂 棸 椆 棻棶椂 棻棶棻棻
鸡肉 棸 棾 棽 椀 棸棶椆 棻棶棸棸
牛肉 棸 棾 棸 棾 棸棶椀 棻棶棾棾
猪肉 棸 棻 棸 棻 棸棶棽 棻棶棸棸

表棽 不同疾病组不同食物的特异性斏旂斍抗体阳性率比较结果 例棬棩棭
科室 例数 鸡蛋 牛奶 螃蟹

皮肤科 棽椃椀 棽棽椆棬椄棾棶棾棭 椆棽棬棾棾棶椀棭 棾棽棬棻棻棶椂棭
消化科 棽椀椆 棽棸棿棬椃椄棶椄棭 椀椀棬棽棻棶棽棭 棿棿棬棻椃棶棽棭

表棾性别因素分析 例

性别 例数 鸡蛋 牛奶 螃蟹 大豆 大米

男 棽棿椄 棻椆椂 椄椄 棽椆 棽椆 棾棾
女 棾棻椄 棽椂椂 椃棾 棿椆 棾椂 棽椆

表棿年龄因素分析 例

组别 例数 鸡蛋 牛奶 螃蟹 大豆 大米

少年组 椃棽 椂椄 棿椂 椀 棻棸 椀
壮年组 棿棾棽 棾椀棿 椆椄 椀椂 椀棾 椀棸
老年组 椂棽 棿棸 棻椃 棻椃 棽 椃

棾 讨论
食物不耐受的研究自从棻椆棸椀年开始就一直备

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暎虽然现在食物不耐受的发
病机制还存在分歧棳但是得到较广泛认可的是德国
科学家斊旓旓旊斿旘博士阐述的食物不耐受的发生机
制暎斊旓旓旊斿旘博士认为食物不耐受的发生是免疫系
统把进入人体内的某种或多种食物当成有害物质棳
从而针对这些物质产生食物特异性斏旂斍抗体棳斏旂斍
抗体与食物颗粒形成免疫复合物棳从而可能引起所
有组织发生炎症反应棳并表现为全身系统的症状与
疾病暡棿暢棳包括高血压暍肥胖暍头痛暍慢性腹泻暍疲劳暍
感染等各系统疾病暎患者可能同时对多种食物产
生不耐受现象棳其症状一般是在进食棽暙棽棿旇才出

现棳长期食用也可以引起慢性症状棳患者很难做出
自我诊断棳且易被临床误诊或忽略暎因此本课题组
就食物特异性斏旂斍抗体阳性的标本进行分析棳以期
发现食物不耐受与某些临床疾病的关系棳及其与患
者性别和年龄的相关性暎

本研究发现椀椂椂例食物不耐受特异性斏旂斍抗
体阳性的患者中棳皮肤症状患者人数略多于消化系
统症状患者棳这棽组患者人数远多于其他疾病组棳
这可能是因为食物不耐受导致的不适主要表现为

皮肤反应和胃肠道症状棳同时本院其他科室对于食
物不耐受的认识尚未达到一定程度暎本研究中食
物不耐受特异性斏旂斍抗体阳性率最高的前棾种食
物分别为鸡蛋暍牛奶暍螃蟹棳可能是因为此类食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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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频率较高棳同时也是免疫原性较强的蛋白质棳在
机体内不易消化棳容易引发食物不耐受棳这与王志
红暡椀暢报道相一致棳但与乔宏颖等暡椂暢报道的不耐受食
物排序有所差异棳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暍
自然环境等因素有关暎

本研究结果显示皮肤症状患者牛奶不耐受阳

性率高于胃肠道症状患者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而棽组患者
的鸡蛋暍螃蟹的不耐受阳性率相比较棳均无统计学
意义暎牛奶中的免疫球蛋白暍牛血清白蛋白暍酪蛋
白为主要不耐受原暡椃暢棳但是牛奶不耐受造成的不适
表现具体原理有待进一步研究暎此外本研究发现
女性患者人数明显多于男性患者棳这可能是机体神
经内分泌调节不同造成女性独特的免疫环境棳使得
女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率远高于男性棳更容易造
成食物不耐受暡椄暢暎通过对排序前椀位阳性率较高
的不耐受食物进行进一步分析与性别的关系棳发现
男性的牛奶不耐受率明显高于女性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而
其他食物不耐受无性别差异棳此结果亦略不同于乔
宏颖等暡椂暢的报道暎

本研究对比了少年组暍壮年组暍老年组棾个不
同年龄组的食物不耐受情况棳发现壮年组的患者人
数远多于其他棽组棳分析原因可能是该年龄组饮食
结构和饮食方式较其他组复杂棳更容易引起食物不
耐受暎研究结果可见鸡蛋暍牛奶暍螃蟹不耐受率在棾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大豆暍大米的不
耐受率在棾个年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
棸灡棸椀棭暎其中少年组不耐受阳性率最高的是鸡蛋暍
牛奶棳这与李玉华等暡椆暢暍吴磊等暡棻棸暢发现的结果相同棳
其不耐受率分别高达椆棿灡棿棩棬椂椄棷椃棽棭暍椂棾灡椆棩棬棿椂棷
椃棽棭棳分别高于其他棽组棳可能是因为患儿年龄较
小棳免疫系统并未完善棳消化功能相对薄弱棳而鸡
蛋暍牛奶又是患儿早期接触最早的主要食物棳容易
发生食物不耐受暎英国过敏协会指出椇婴儿与儿童
食物不耐受的发生率比成人要高暡棻棻暢暎随着年龄的
增长棳可能人类消化功能逐步完善棳对一些蛋白消
化吸收功能逐渐增强棳鸡蛋暍牛奶的不耐受率随之
降低棳这说明年龄因素影响人体对食物的不耐受暎

食物不耐受症状不典型棳表现不一棳且多为慢
性症状棳容易被临床误诊或忽略与食物的关系暡棻棽暢暎
进行食物不耐受检测对于判断产生临床不适的食

物种类棳找出疾病的真正病因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暎
根据患者的不耐受食物的种类和敏感程度棳针对不
同的性别和年龄棳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椇食物不
耐受程度为轻度敏感棳建议轮替食用椈中度敏感食
物棳建议限食椈重度敏感食物棳则建议忌食暎患者可
以通过严格调整饮食结构棳消除病因棳避免免疫损

伤棳控制疾病发展棳提高生活质量暡棻棾灢棻椂暢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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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棽椵 斍旛旔旚斸斠棳斢旇斿旈旊旇斄棳斢旚旘斸斻旇斸旑斈斝棳斿旚斸旍棶斣旈旐斿旚旘斿旑斾旙旈旑
斸旍旍斿旘旂旈斻斾旈旙旓旘斾斿旘旙旈旑旚旇斿斦斔椲斒椵棶斣旇旓旘斸旞棳棽棸棸椃棳椂棽椇
椆棻棴椆椂棶

椲棾椵 斝旓旛旍旓旙斕斖棳斪斸旚斿旘旙斄斖棳斆旓旘旘斿旍旍斝斔棳斿旚斸旍棶斣旘斿旑斾旙旈旑
旇旓旙旔旈旚斸旍旈旡斸旚旈旓旑旙旀旓旘斸旑斸旓旇旛旍斸旞旈旙棳斸旑旂旈旓斿斾斿旐斸棳斸旑斾旛旘旚旈灢
斻斸旘旈斸旍旈旑斄旛旙旚旘斸旍旈斸棳棻椆椆棾棴棻椆椆棿旚旓棽棸棸棿棴棽棸棸椀椲斒椵棶斒
斄旍旍斿旘旂旟斆旍旈旑斏旐旐旛旑旓旍棳棽棸棸椃棳棻棽棸椇椄椃椄棴椄椄棿棶

椲棿椵 斱旈旇旈斻旇斢棳斎斿旛斺斿旘旂斿旘斠棶斣旇斿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旓旀旀旓旓斾旈旑旚旓旍灢
斿旘斸旑斻斿斸旑斾旈旘旘旈旚斸斺旍斿斺旓旝斿旍旙旟旑斾旘旓旐斿旈旑斸斾旛旍旚旙椲斒椵棶
斍斸旙旚旘旓斿旑旚斿旘旓旍斘旛旘旙棳棽棸棻棾棳棾椂椇棽椃椀棴棽椄棽棶

椲椀椵 王志红棶棻棾棸例可疑过敏患者食物不耐受检测的临床
意义椲斒椵棶中国当代医药棳棽棸棻棽棳棻椆棬椃棭椇椄椄棴椄椆棶

椲椂椵 乔宏颖棳陈宏伟棳董蕊棳等棶过敏性疾病食物不耐受检
测结果分析椲斒椵棶河北医药棳棽棸棻棿棳棾椂棬棿棭椇椂棸棽棴椂棸棾棶

椲椃椵 常艳敏棳任杰棳李婵棳等棶引起牛奶不耐受的蛋白成分
分析椲斒椵棶实用检验医师杂志棳棽棸棻棽棳棿棬棽棭椇棻棻棻棴棻棻棾棶

椲椄椵 许雍皋棳王俊普棳唐发清棶棻棸棸例食物过敏患者食物不
耐受的相关性研究椲斒椵棶实用预防医学棳棽棸棸椆棳棻椂棬棻棭椇
棾椄棴棿棻棶

椲椆椵 李玉华棳项立棳肖智辉棳等棶食物不耐受与儿童慢性腹
痛的相关性研究椲斒椵棶中国全科医学棳棽棸棻棽棳棻椀棬椃斄棭椇
棽棻椃棸棴棽棻椃棽棶

椲棻棸椵吴磊棳蔡美红棳陈小建棳等棶儿童特应性皮炎食物不耐
受情况的临床分析椲斒椵棶实用临床医药杂志棳棽棸棻棿棳棻椄
棬棽棿棭椇棻棿椄棴棻棿椆棶

椲棻棻椵斢斸斿斿斾斢斄棳斄旍旈斠棳斄旍旈斢斢棳斿旚斸旍棶斄斻旍旓旙斿旘旍旓旓旊斸旚旀旓旓斾斸旍灢
旍斿旘旂旟斸旑斾旈旑旚旓旍斿旘斸旑斻斿椲斒椵棶斒斆旓旈旍斝旇旟旙旈斻旈斸旑旙斢旛旘旂斝斸旊棳
棽棸棸棿棳棻棿椇棾椃椂棴棾椄棸棶

椲棻棽椵斝斸旍旐旈斿旘旈斅棳斉旙旔旓旙旈旚旓斄棳斆斸旔旓旑斿斢棳斿旚斸旍棶斊旓旓斾旈旑旚旓旍斿旘灢
斸旑斻斿椇旘斿旍旈斸斺旈旍旈旚旟斸旑斾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旙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斾旈斸旂灢
旑旓旙旚旈斻斸旍旚斿旘旑斸旚旈旜斿旚斿旙旚旙椲斒椵棶斖旈旑斿旘旜斸斍斸旙旚旘旓斿旑旚斿旘旓旍斈旈灢
斿旚旓旍棳棽棸棻棻棳椀椃椇棻棴棻棸棶

椲棻棾椵李秋荣棳李建军棶饮食调整疗法与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斏旂斍抗体水平的相关性研究椲斒椵棶中国实用医刊棳
棽棸棻棿棳棿棻棬棻椆棭椇棻棻椂棴棻棻椆棶

椲棻棿椵何建伟棳夏小丽棳王昌泉棶食物不耐受溃疡性结肠炎患
者饮食管理方案研究椲斒椵棶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棳
棽棸棻棿棳棽棾棬棾棽棭椇棾椀椃棻棴棾椀椃棽棶

椲棻椀椵郭虹棳王金梁棳江涛棳等棶剔除食物治疗在腹泻型肠易
激综合征中的价值椲斒椵棶实用医学杂志棳棽棸棻棾棳棽椆棬棻椄棭椇
棾棸棻棽棴棾棸棻棿棶

椲棻椂椵辛蓉蓉棳邵惠棶特应性皮炎患儿棻椄棽例食物不耐受检
测结果分析与饮食指导椲斒椵棶中国社区医师棳棽棸棻棻棳棻棾
棬棽椃棿棭椇椃棻棴椃棻棶

棬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椀灢棸椀灢棽椃棭

暏棻椆棿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