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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疾病防治须“明察秋毫”

过敏性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列为最常见的六大慢病之一，成

为 21世纪重点研究和防治的疾病。过敏

性疾病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危及生

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对于过敏性疾病，规避过敏原是一

种立竿见影且一劳永逸的举措，但大

部分过敏原却很难实现百分百规避，

尤其是在我们生活的居所。

通常春季树木花粉和秋季杂草花

粉是导致人们发生季节性过敏性鼻

炎，以及过敏性哮喘症状的主要过敏

原。此外，近年来，减肥手术改善过敏、

儿童时期减少抗生素使用能降低过敏

发生率、抗敏感牙膏诱发过敏等研究

也逐渐被揭示。

室内过敏原主要有哪些？

尘螨：日常居住场所，尘螨无疑是

室内过敏原的重要角色之一。尘螨生

存的最佳温度为 25℃，最佳湿度为

55%~75%，我国南方空气潮湿，温度偏

高，尘螨相对较多。尤其是室内的毛绒

产品，还有地毯、被褥、沙发、窗帘等都

是尘螨喜欢寄居的地方。开窗通风、降

低室温、及时清洗床单被罩等都可以

有效除螨。

宠物皮屑：当前，宠物渐渐成为许

多家庭中的“一员”，但是它们的皮屑

却可能成为过敏原，尤其是猫和狗。大

多数来自猫的过敏原来源于它的唾液

腺、皮脂腺及雄猫的尿液中。而来自狗

的过敏原则来源于它的毛发、皮屑、皮

肤、唾液等。不养宠物，减少接触肯定

是最简单有效的手段。如若不能，至少

要每周给宠物洗澡、定期吸尘、改善家

居环境以及多通风等。

真菌：在阴暗潮湿以及通风不良的

环境中容易滋生真菌。家庭中地下室、

通风不良的地方是比较容易滋生真菌

的地方。生活中应注意通风、降低湿

度、打开排气扇或抽湿机、定期清洗或

清除容易繁殖霉菌的家庭设施、用干

燥剂等除湿防霉等。

蟑螂：蟑螂的虫体、虫卵、粪便也可

能成为过敏原。在厨房和卧室吸尘物

当中，蟑螂过敏原极易被检测到。在室

内消灭蟑螂，可以通过消除住所中食

物及水阻断蟑螂进入途径。此外，家中

灭蟑螂时，要注意关闭水源。平时堵塞

下水道口，注意卫生，不留食物残渣，

消灭蟑螂时应注意留全尸以免释放过

敏原。

减肥可以改善过敏吗？

今年 3月，《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由

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合作组织与

WHO联合开展的调查研究表明，全球

的肥胖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总数已超

过 10亿，肥胖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最

常见的营养失调形式。

现有研究已证实，肥胖与糖尿病、

睡眠呼吸暂停、心血管疾病、高血压、

中风以及过敏密切相关。与正常体重

的儿童相比，肥胖儿童患哮喘风险高

出两倍。肥胖还能降低特应性皮炎患

者的表皮屏障功能，影响皮肤微生物

群，加重皮肤炎症。并且肥胖患者食物

过敏症状可能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

此外，肥胖还会加重过敏性鼻炎的症

状、延长持续时间。

那么，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节食

或运动）、药物治疗和手术减重等方法

能否减轻机体的炎症负担，并改善过

敏症状？

一项 Meta分析纳入了 15项研究，

发现减重手术后 54%的患者完全停用哮

喘药物，哮喘药物的平均使用数量也减少

了 22%~46%。在重度肥胖哮喘患者中，在

减重手术后 1年观察到的哮喘控制测试

和健康生活质量量表（HRQoL）的显著改

善，效果可持续到术后 5年。此外，减肥对

食物过敏、特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等患

者体内炎症因子水平、临床症状等均有不

同程度的改善。

当前，减重代谢手术已经成为肥胖

者减重的选择之一。据北京友谊医院

副院长张忠涛教授透露，我国减重与代

谢外科患者数量达到第一个万例从

2018 年到 2021 年用了 3 年时间，而达

到第二个万例仅用了 1年。

研究显示，减重代谢手术在减轻

体重的同时，可有效改善慢性过敏症

状。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减重术后部

分患者对食物和空气中传播的过敏

原的敏感性增加，尽管尚未探讨其临

床相关性。

“减重手术可能是对食物的全身过敏

反应的一个新的协同因素。减重外科医生

应该意识到这种现象，在术前筛查中纳入

过敏原的检测，并告知患者存在过敏症状

加重的风险，一旦发生过敏应考虑转诊至

过敏专科。”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

副主任医师王晓艳表示。

抗生素会诱发过敏性疾病吗？

“卫生假说”认为，微生物暴露减少

是免疫介导疾病增加的原因，抗生素的

过度使用可能是造成过敏性疾病产生的

原因之一。

先前研究显示，虽然抗生素可能会

改变微生物群，但它们在过敏和致敏发

展中的作用缺乏证据支持。但近年来多

项研究表明，抗生素暴露与过敏性疾病

之间确实存在联系，由于微生物群在免

疫系统的发育中起着关键作用，抗生素

引起的微生物群变化可能是抗生素暴露

影响过敏性疾病风险的主要机制，抗生

素可能会通过干扰微生物组依赖的免疫

系统正常成熟促进过敏的发生。

国内的一项研究数据证实，儿童生命

早期环境中抗生素暴露与学龄前儿童过

敏之间存在相关性，高抗生素组儿童过敏

性疾病发生率普遍高于低抗生素组儿童，

其中食物过敏原敏感性风险增加 6倍，且

不同抗生素与不同的过敏性疾病之间存

在某种程度的相关性。

“不过，由于目前研究证据的质量相

对较低，且研究之间的异质性很大，加之被

研究人群、种族以及研究方案在疾病诊断

和调整混杂因素方面不一致，需要更多的

研究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北京协和医院

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顾建青认为，加强抗

生素管理，推迟甚至避免使用抗生素，特别

是避免使用抗生素治疗可能由病毒引起

的感染，并尽可能使用最窄谱的抗生素，是

降低过敏性疾病发生的手段之一。

抗敏感牙膏会诱发
变应性接触性唇炎吗？

唇炎是临床最常见的唇部疾病之

一，常表现为唇部干燥、红斑、瘙痒、刺

痛等。其病因十分复杂，包括天气环境

因素、感染、接触刺激性物质、心理精神

因素 / 不良习惯、慢性日光暴露、营养

性问题、系统性疾病等。

根据一项回顾性研究，超过 30%

的唇炎患者最终确诊为变应性接触性

唇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于 2021 年报

道了数例使用“抗敏感牙膏”诱发的变

应性接触性唇炎。

通常氯化亚锡是抗敏感牙膏中常

见的活性成分，具有舒缓牙本质敏感及

保护牙釉质的功效。在北京大学口腔医

院副主任医师魏攀团队报道 3 个案例

之前，全球仅有 4 例相关案例的报道。

魏攀表示，包括牙膏在内的口腔护

理产品诱发的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并不少

见，由于单次斑贴试验可测试的变应原

有限，且试剂的种类也局限于一些最常

见的变应原，罕见的因使用“抗敏感牙

膏”诱发变应性接触性唇炎的案例提示

我们，在斑贴试验检查呈阴性时，不可忽

视非常规的变应原。接诊唇炎患者时，除

了唇黏膜，口腔黏膜的检查也不可忽视。

《过敏性疾病诊治和预防专家共

识》指出，过敏性疾病的治疗需要防治

结合、四位一体。第一是环境控制避免

或减少过敏原，第二是用过敏原疫苗脱

敏治疗，第三是用靶向药物阻断过敏或

用抗过敏药物控制症状，第四是患者健

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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