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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麻疹患者食物特异性IgG抗体检测

刘志超刘建刚 田中华 焦健孙青

为研究荨麻疹发病原匿纛食物的关系，我船予2005年

7月至2007年5月，检测65例荨麻疹患者的总IgE和食物

过敏原特异性I弗抗体水平，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一、怼象与方法

1．对象：65例薄麻疹患者涞自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皮肤

科和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门诊及往院患者，其中男

38铡，女27镶；年龄ll～62多，平垮36岁；掰有患者均舞合

荨麻疹的诊断标准⋯，且检测前均停用一切药物3天以上。

2．方法：

(1)标本采集：采集患者空腹势辣盘3 mL，3∞O彩m波离

心15 min，分离血清，4℃冰箱保存待测。蓠先进行食物过敏

原特异性IgG测定，然后按3：1保留血清置一20。c冰箱，集中

进行血清总l蕊测定。

(2)食物过敏溅特异性lgG抗体澳l定：采精美国Biome矗ca

公司食物不耐受IgG EusA检测试剂盒进行半定量检测，其

中包摄14种食物过敏原特异性IgG抗体，有牛肉、牛奶、鸡

窝、猪肉、鳕鱼、大米、玉米、郧、蟹、大豆、鸡爨、番蒸、蘑藤、小

麦。食物过敏原特异性IgG抗体浓度分为4级：0级(IgG<

50 u／mL)为阴性，+l级(IgG 50～100 u／mL)为轻度敏感，

+2级(1蜘100～2瀚u矗n1)力中发敏感，+3级(19G>2∞戳娃毛)

为高度敏感。+l一+3级均归为阳性。

(3)皿清总I她测定：采用德国德玲BNIl特种蛋内分析

搜进行检测，分据原理为速率赦射毙浊法。正常参考燕O～

looIU，mL。

二、结果

65馕荨麻疹患者盘清总I娥水平(434。9±52+8 Iu，mL)

贸显高于30铡继康对照者血清总I锺水平(31．6±5。8 l吼nL)，

￡=60．7920，P<0．05。65例荨麻疹患者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G抗体总阳性率为49123％，踢显高于对照组(23．26％)，矿=

5．6888，p<0．龉。其中l释食物过敏原特异性lgG秀嵩者

14例(21．54％)，2—6种升高者分别为10，5，2，l，O例，共

18例(27．69％)。

经统计过敏愿类型发现，鬻毪率较高酶韪鸡蛋、誊奶、大

豆、小菠，其次是辍、虾、西红柿、大米、玉米等，且发现鸡蛋、

牛奶同时阳性者9例，占13．84％，小麦、大豆同时阳性者

7穰，占10。77％，璧f|：、蟹弱爵辍羧者4镬，占6。15％。掇攥上述

检测结果，将食物分为忌食、交替和安全食厢三类，对患者进

行饮食指导。忌食为此类的食物需要从食谱中剔除；交替为

此类的食物不可隧意进食，应阏隔一段时闻，两次进食的时

作者单位：272013山东省济宁医学院(刘志越、刘建刚)；济宁医
学院附属医院(田中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焦健、孙青)

阉至少闻隔4天；安全食用为既类豹食物可按疆常习惯遴

食。如果不耐受食物少，可直接忌食；如果不耐受食物很多，

可将+2、+3级阳性的食物列为忌食，+1级阳性的食物列入交

蒋；螽采对多颂食物不黎受，鬻建议浚变烹饪男镄。薅鸡蛋、

牛奶、蟹、虾过敏且经严格忌食的2l例患者随访，6个月再次

检测食物过敏原IgG抗体，结果：16例全为阴性，其临床症状

滚失或舞显改善；仅套5恻患者复查逐存在一种藏多释食物

过敏原特异性IgG升高，其临床症状亦较忌食前明显改善。

经饮食调整后，荨麻疹组患者总IgE水平(105．8±18．6 Iu／mL)

及食物特异憷致G抗体麓性率(26。67％)均较饮食调整翦臻

翌下降(P<O．05)。食物特异性IgG与疵清总I龋之间具有等

级相关性(rs=0．8560，p《0．01)。患者的临床癜状亦较饮食

溯整前明显改善。

三、讨论

我们的结果表明，大多数荨麻疹患者存在对一种或多种

食物不耐受的现象，阳性率高达49．23％，与英国过敏协会显

示酶45％统诗数据穗符。食物特募瞧lgG与盘清惑lgE之阀

舆有等级相关性(‘=O．8560，P<O．01)，与文献报道相符[2_“。

渤于存在对一种或多种食物的不耐受现象，导致人体内相应

食耪狩吴瞧l蜘承乎舞态，纛某些将算牲lgG鼹类如lgG4、

IgGl+IgG3等参与非IgE介导I型变态反应‘⋯。我们的研究

液明：对其中鸡蛋、牛奶、簸、虾过敏且经严格忌食的21例患

溪，6个胃聂次检测其食物过敏原|婚撬体亵盥清总lgE水

平，结果显示较忌食前明箍降低(P<O．05)，其临床症状消失

或明显改善。说明经过饮食调整，上述荨麻疹患者机体致敏

状态骥显好转。

本研究络柒提示：对存在食物不辩受的荨麻疹患者进行

饮食调整如思食或者改变烹饪方法，其治疗作用是肯定的；

食物特异性lgG抗体在尊麻疹的发病中确实起若较为重要

黪作用，僵对于食耪特舅馁IgG撬体盼各种耍类在荨麻疹的

发生发展中所起的具体作用，有待进一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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