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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天津地区大学生过敏性疾病相关症状的发生情况和特点，为制定过敏性疾病

预防措施提供参考。 方法 以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天津医科大学广东路校区所有大一至大四在校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过敏原、过敏症状、成人与儿童时期过敏原变动、过敏

人群的季节分布、城乡分布、家族史及治疗措施等 ７ 部分。问卷收回后录入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调查总共发放问卷 ７８８ 份，收回 ７２７ 份，应答率为 ９２．３％，有效问卷 ６６３ 份，其中 １３９ 例患过敏性疾
病，患病率为 ２１．０％。过敏原以花粉、化妆品、粉尘、药物为主，引起的主要症状是皮疹、皮肤瘙痒脱屑、耳

洞瘙痒发炎。儿童时期过敏而成年后不过敏的过敏物有水产品、药物、花粉、鸡蛋、牛奶、小麦等。调查对

象中 ２８６ 人来自城市，８１ 人（２８．３％）有过敏史；３７７ 人来自农村，５８ 人（１５．４％）有过敏史，城市过敏患病

率高于农村，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４２ 例学生有家族过敏史，父母有无过敏性疾病其子女过敏

性疾病患病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过敏好发季节以不定季或春夏季为主。 过敏者中 ６７ 例
（４８．２％）曾选择自己购买抗过敏药作为控制措施，９４ 例（６７．６％）就医治疗，１００ 例（７１．９％）选择远离过敏

原，２５ 例（１８．０％）未采取措施。结论 天津市大学生过敏性疾病患病率较高，早期确诊并预防，以及开展

相关健康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过敏性疾病、症状；流行病学调查；大学生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７１５１．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ＹＩＮ Ｙｕｅ， ＬＩＵ Ｔａｎｇ－ｙｕｈｅｎｇ， ＬＩ Ｘｉａｏ－ｚ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２０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１７ ｔｏ ２４－ｙｅａｒ－ｏｌ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ｏａｄ Ｃａｍｐｕ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鄄
ｖ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ａ鄄
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ｔｏ ｓｅｎｉ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ｏａｄ Ｃａｍｐｕｓ ｗｅｒｅ
ｄｏｎｅ．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７ ｐａｒ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ａｄｕｌｔ，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ｙ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ｏ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７８８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７２７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９２．３％． ６６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ｖａｌｉｄ，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１３９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ｌｌｅｒ鄄
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ｗａｓ ２１．０％． Ｐｏｌｌｅｎ，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 ｄｕｓｔ， ｄｒｕｇ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ｋｉｎ ｒａｓｈ， ｉ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ｋｉｎ， ｉ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 ｈｏｌｅｓ．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 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ｕｔｇｒｏｗ ｗｅｒ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ｏｌｌｅｎ， ｅｇｇｓ， ｍｉｌｋ， ｗｈｅａｔ， ｅｔｃ．
２８６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８１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２８．３％）； ３７７ ｃａｓｅｓ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５８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１５．４％）． Ｕｒｂａｎ＇ｓ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Ｐ＜ ０．０５）． ４２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 ０．０５）．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ｓｅａｓ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６７ ｃａｓｅｓ ｃｈｏｓｅ ｔｏ ｂｕ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４８．２％），
９４ ｃａｓｅｓ ａｓｋ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ｄｖｉｃｅ （６７．６％）， １００ ｃａｓｅｓ ｃｈｏｓｅ ｔｏ ｓｔａｙ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 （７１．９％）， ２５ ｃａｓｅ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ｔｏｏｋ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１８．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ａｒ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临床研究

天津大学生过敏性疾病的调研与分析

尹悦 刘堂喻亨 李晓珍 杨婷婷 李会强

作者单位：３００２０３ 天津市，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０１９００１０２０９９）

通讯作者：李会强，Ｅ－ｍａｉｌ：ｌｉｈｕｉｑｉａｎｇ１９６５＠１６３．ｃｏｍ

９１· ·



实用检验医师杂志 201４年 ６月第 ６卷第 ２期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athologist, Ｊｕｎｅ 201４,Vol.６, No.２

  过敏性疾病是指特应性体质机体受到过敏原激
发后引起的功能性紊乱，临床常表现为休克、哮喘、
鼻炎或消化系统疾病，也可表现为局部皮肤变化。过
敏性疾病是新世纪的流行病， 发达国家过敏性疾病
的发病率已达到 ２５％～４０％，而目前世界上未见中国
过敏性疾病普通人群的流行病学数据 ［１］。 我国过敏
性疾病医学知识普及宣传不够， 广大群众对过敏性
疾病的认识不足、 加上基层医生对过敏性疾病的诊
断和防治知识更新不足， 导致我国过敏性疾病的误
诊误治情况非常严重。为了普及过敏知识，了解天津
市大学生过敏性疾病和健康状况的分布，早期发现、
诊断、治疗过敏性疾病，本文针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
过敏性疾病的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取天津医科大学在读本科生作
为调查对象，所选人群具有本市大学生的代表性，且
具有医学背景知识，能较好理解问卷内容。
１．２ 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在参考已有报道 ［２，３］

研究的基础上，设计问卷，然后进行预调查：课题组
成员首先随机挑选 ７位同学完成问卷， 最后汇总填
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修改。
１．３ 问卷调查 本问卷调查的工作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由各年级调查员发放调查问
卷并收集，对于信息不全或有歧义者，通过电话短信
访问的方式核对信息。
１．４ 质量控制 在各院系挑选有实事求是的科学
工作态度和高度责任心的学生代表， 在现况调查前
进行严格培训和考核，说明调查注意点，包括调查表
的填写、食物不耐受与食物过敏的区别等问题。发放
问卷前进行讲解，避免测量偏倚的产生。因对象是本
校医学生，对过敏知识有相关了解，所以填写的问卷
可靠性更强。由项目负责人对问卷进行核查，对未填
写主要内容的问卷视为废卷。信息整理后，进行抽样
重测。
１．５ 统计学处理 调查完毕后将所有调查问卷汇
总并进行审核， 对每份问卷进行编码和归档， 采用
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数据录入，用筛选排序、分类汇总、公
式计算等方式处理所需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 ７８８ 份，最
终收回 ７２７ 份，应答率为 ９２．３％（７２７ ／ ７８８）。 收到有
效问卷 ６６３ 份，其中男性 １２０ 例，女性 ５４３ 例，平均

年龄（１９．８±１．３３）岁。 调查对象分别来自 ２８ 个省。 在
调查人群中，有 １３９ 例报告有过敏史，患病率 ２１．０％
（９５％ＣＩ １７．９％～２４．１％）。 其中，男性 １５ 例（１２．５％），
女性 １２４ 例（２２．８％），男女患病率之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６．３３７，Ｐ＜ ０．０５）。
２．２ 过敏原种类 在过敏原种类调查中，自述引起
过敏症状的过敏原以花粉、化妆品、粉尘、药物最多，
冷空气、海鲜、细菌、螨虫、虾、柳絮次之；另外还有水
果、化纤、牛奶、紫外线等二十几种物品被报告有过
敏情况。 其中 ６９ 例对 ２ 种或 ２ 种以上的物质过敏，
见表 １。
２．３ 过敏引起的主要症状 在自述过敏的学生中，
发生过敏的主要症状是皮疹、皮肤瘙痒脱屑、耳洞瘙
痒发炎 ， 占自述过敏人数的比例依次为 ５３．２％ 、
２３．７％、１２．２％，见表 ２。
２．４ 儿童时期过敏而成年后不过敏情况 本次调
查中， 自述儿童时期过敏而成年后好转者有 ２８ 例，
其中有 ６ 例对海鲜、海带、鱼、虾等水产品过敏，８ 例
对青霉素、红霉素等药物过敏，４ 例对花粉过敏，２ 例
对粉尘等空气中污染颗粒过敏，２ 例对桃子过敏。 另
外，对鸡蛋、牛奶、大麦、甜酒、洗发水、螨虫过敏者各
有 １ 例。
２．５ 过敏人群的季节分布 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
常年过敏的患者有 ２３ 例， 在换季时易发病的有 １９
例， 不定期发病的有 ４８ 例， 分别占总人数的 ３．５％
（２３ ／ ６６３）、２．９％（１９ ／ ６６３）、７．２％（４８ ／ ６６３）。 并且过敏
人群在不同季节的发病率不同 ， 春季 ３．２％ （２１ ／
６６３），夏季 ２．１％（１４ ／ ６６３），秋季 １．２％（８ ／ ６６３），冬季
０．５％（３ ／ ６６３），见图 １。
２．６ 过敏人群城乡分布 调查对象中 ２８６ 例来自
城市，８１ 例自述有过敏史， 患病率为 ２８．３％；３７７ 例
来自农村，５８ 例自述有过敏史，患病率为 １５．４％，城
市过敏患病率高于农村，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１６．４２７，Ｐ＜ ０．０５）。
２．７ 遗传易感性及食物过敏的控制措施 直系亲
属中有食物过敏史 ５９ 例，其中本人和亲属都有过敏
的有 ４２ 例。父母患有过敏性疾病其子女过敏症状的
发生率也显著增高， 与父母无过敏性疾病其子女过
敏症状的发生率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９８．５７９，Ｐ＜ ０．０５），见表 ３。 在 １３９ 例过敏者中，６７ 例
选择自己购买抗过敏药物作为控制措施，占 ４８．２％；
另 ９４ 例过敏者曾就医治疗， 占 ６７．６％；１００ 例过敏
者选择远离过敏原， 占 ７１．９％；２５ 例过敏者未采取
任何措施，占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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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过敏原种类

过敏原分类 过敏原
过敏

人数

过敏人数占总过敏

人数比例（％）

占总过敏人

数比例（％）

吸入式

过敏原

花粉 ２７ １９．４

６２．５

柳絮 １０  ７．２

粉尘 ２４ １７．３

螨虫 １１  ７．９

动物皮毛  ６  ４．３

石棉粉  １  ０．７

油漆  ２  １．４

香烟  ６  ４．３

食入式

过敏原

牛奶  ７  ５．０

６５．３

鸡蛋  ４  ２．９

虾 １１  ７．９

牛羊肉  ３  ２．２

海鲜 １４ １０．１

水果  ９  ６．５

酒精  ６ ２３．０

药物 ２３ １６．５

蟹  ６  ４．３

韭菜  ２  １．４

辣椒  ２  １．４

玉米  １  ０．７

胡椒  １  ０．７

香菜  １  ０．７

花菜  １  ０．７

接触式

过敏原

冷空气 １４ １０．１

７２．７

紫外线  ６  ４．３

化妆品 ２６ １８．７

化纤  ８  ５．８

洗发水  ５  ３．６

肥皂  ５  ３．６

细菌 １２  ８．６

洗涤剂  ２  １．４

染发剂  ３  ２．２

金属 １２  ８．６

寄生虫  ８  ５．８

其他 未知  ９  ６．５ ６．５

 注：其他包括口中有金属味道、过敏性紫癜、过敏性支气管炎、呕

吐、皮肤红肿各 １例，５例药物皮试过敏

表 ２ 自述过敏引起的主要症状

主诉症状类型 应答人数 占过敏人数比例（％）

皮疹 ７４ ５３．２

皮肤脱屑、瘙痒、干疼 ３３ ２３．７

腹痛腹泻 １０  ７．２

耳洞瘙痒、发炎 １３ １２．２

鼻痒、喷嚏不断 １７  ９．４

胸闷、喘憋 １０  ７．２

口周红斑红疹 １３  ９．４

其他 １０  ７．２

表 ３ 直系亲属患有无过敏性疾病其子女过敏症状发生情况

 注：＋：出现过敏症状，－：未出现过敏症状

直系亲属过敏史
子女过敏症状

合计
＋ －

＋  ４２  １７  ５９

－  ９７ ５０７ ６０４

合计 １３９ ５２４ ６６３

图 １ 过敏性疾病与四季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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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过敏性疾病是一全球性的健康问题， 发病率逐
年升高。目前，全世界针对过敏性疾病进行了很多的
研究， 但缺少关于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情况的文献
资料。本文研究对天津市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
中过敏性疾病患病率为 １７．９％～２４．１％， 女性的过敏

性疾病患病率高于男性， 但因医学院校男女比例差
距大，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多数流行病学资料 ［４－６］

显示尘螨、花粉、霉菌、食物是主要过敏原。本文研究
显示对花粉、化妆品、粉尘、药物过敏的患病率较高。
刘伟 ［７］发现化妆品不良反应相当普遍，但只有少数
反应（约 １０％）属于对化妆品过敏，即专业意义上的
化妆品变应性接触性皮炎。 本调查对象中女性多于
男性，且女性使用化妆品较多，又因为出现的不良反
应不一定是化妆品过敏造成的， 所以化妆品为主要
过敏原这一结论有待考证。 另有调查［８］显示，抗菌药
物导致的药物过敏反应居首位。 在抗菌类药物中以
头孢哌酮和头孢吡肟、 头孢唑肟过敏反应发生率居
所有药物的前 ３ 位； 静脉注射引起的药物过敏反应
最多。本调查结果显示，引起过敏的药物主要是青霉
素类、头孢类、哌拉西丁，以注射过敏反应为主，与上
述研究结果一致。 药物过敏引起的主要过敏症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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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疹、皮肤瘙痒脱屑、耳洞瘙痒发炎，都为皮肤症状，
可能与调查对象以女性较多，接触化妆品、金属饰物
较多有关。

过敏体质是先天性的，随年龄增长，免疫系统也
逐渐成熟，大部分人的过敏症状会有改善。许多儿童
对牛奶、鸡蛋、大豆、小麦过敏，而成年后不过敏 ［９］。
相比之下，对花生、坚果、鱼类和贝类的过敏往往是
终身的，但也有 ２０％的患者在儿童时期对花生过敏
而成年后却不再发生［１０］。 本调查发现自述儿童时期
有过敏史，而成年后症状好转者有 ２８ 例，包括 ６ 例
对海鲜、海带、鱼、虾等水产品过敏，８ 例对青霉素、
红霉素等药物过敏，４ 例对花粉过敏。 另外，对粉尘
和桃子过敏的各有 ２ 例，而对鸡蛋、牛奶、大麦、甜
酒、洗发水、螨虫过敏的各有 １例。 该情况与已报道
文献部分相符。

过敏发病时间以不定期为主， 春夏季发病率较
高。 其原因可能是春天空气中出现了大量的花粉和
柳絮，容易引起花粉性皮炎、过敏性鼻炎。此外，日光
在冬季时较弱，春季时则突然增强，有些人不适应这
种变化，也会产生日光过敏。夏日紫外线强烈，水果、
海鲜上市，导致过敏高发。 本文研究结果同时显示，
城市过敏患病率显著高于农村（Ｐ＜ ０．０５）。 Ｎｏｖａ 等［１１］

调查发现不充足的睡眠时间和不健康的体重状态
（超重 ／肥胖）会增加过敏的发生率。由此推测城市与
农村患病率差异可能与城市人生活压力大以及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有关。

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被认为是过敏性疾病发生
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在过敏性疾病的预防中，目前
仅能以过敏性疾病的家族史来确定高危人群， 从而
采取一级预防措施， 达到降低过敏性疾病发生率的
目的［１２，１３］。 本文研究结果提示，直系亲属曾患过敏性
疾病，本人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也显著增高。若早期
对这些家庭进行干预， 可能降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率。本次调查的过敏者中，选择购买抗过敏药物作为
控制措施的占 ４８．２％，就医治疗的占 ６７．６％，远离过
敏原的占 ７１．９％，未采取措施的占 １８．０％。 过敏性疾
病的控制和预防非常重要，但大家对其了解得很少。
据相关研究 ［１４］显示，母乳喂养的时长和固体食物引
入的时间可能是影响过敏发展的关键因素， 应提倡

母乳喂养。 另外，减少卧室的尘埃、适度运动也能预
防或减少过敏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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