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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致复发性口腔溃疡的调查研究%

罗金英3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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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晓明3

"

"

30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口腔科!重庆
6"""$"

$

!0

重庆市人民医院过敏反应科!重庆
6"""36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食物过敏与复发性口腔溃疡"

57Z

%的相关性'方法
!

通过健康问卷分别调查已确诊

的食物过敏患者&

57Z

患者及体检健康者!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食物过敏患者中!有
#$

例"占食

物过敏患者人数的
#409"E

%符合
57Z

的诊断标准$而
57Z

患者中有
63

例"约占
57Z

患者人数的
#80"9E

%

自述存在食物过敏情况!健康体检者中不存在类似食物过敏和
57Z

等问题'食物过敏使出现
57Z

的风险增

加"

3

#

"0"9

%'结论
!

食物过敏与
57Z

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能为影响
57Z

疾病的发生&发展或严重程度的危

险因素'

关键词#食物过敏$

!

复发性$

!

口腔溃疡

中图法分类号#

54:309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3$4!&8699

"

!"3:

%

!3&#!94&"#

!!

复发性口腔溃疡&

57Z

'是一种最常见的+口腔

黏膜发生自发性+复发性溃疡的特殊疾病#普通人群

中
57Z

的发病率约为
!"E

#对于
57Z

的发病因

素"目前众多学者存在分歧"业内公认的病因主要偏

向于免疫+遗传+系统性疾病+感染+环境+氧自由基+

微循环障碍等多个因素"且绝大多数学者认为
57Z

的发生可能是以上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

-

#由

于
57Z

的病因复杂"且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本课题

组在开展相关的课题研究时"发现有部分
57Z

患者

的发病原因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公认的因素"食物过敏

也可能是引起
57Z

的病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

进行查阅时发现"目前有少量文献对于食物过敏是否

能导致
57Z

已开展了初步探讨#本研究对已确诊的

食物过敏患者+

57Z

患者和健康志愿者开展调查"初

步探讨了食物过敏与
57Z

的相关性#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取
!"3$

年
3c3!

月在重庆市人

民医院过敏反应科确诊有食物类过敏的
8$

例患者纳

入过敏组"其中男
68

例"女
64

例"年龄
38

#

6#

岁*选

择同期重庆市人民医院和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口腔

科确诊的
57Z

患者
3"9

例纳入
57Z

组"其中男
96

例"女
93

例"年龄
!!

#

63

岁*另选取重庆市人民医院

健康体检者
3""

例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9"

例"女
9"

例"年龄
!3

#

#8

岁#

$0/

!

方法
!

关于
57Z

情况的问卷参照全国高等学

校教材$口腔黏膜病学&第
6

版'%

57Z

诊断标准制

定,

#

-

"包括以下
9

个问题!&

3

'是否有口腔溃疡反复发

作史*&

!

'是否每次发作时间周期在
4

#

3"J

"病程超

过
!

年*&

#

'溃疡是否能自愈*&

6

'身体的其他部位是

否有溃疡 &如眼+生殖器等部位'*&

9

'溃疡发作是否

由理化因素引起 &如咬伤+烫伤等'#该问卷目标答案

为!&

3

'是*&

!

'是*&

#

'是*&

6

'否*&

9

'否#以上
9

个问

题均选择目标答案的患者可列入
57Z

人群"有
3

个

及以上问题未选及目标答案的患者予以排除#关于

食物过敏情况的问卷采用
%P21

O

2IL(**Y21

_

I/N

委员会

提供的调查问卷制订,

6

-

"该问卷为直译的中文版本"

内容包括以下
9

个问题!&

3

'是否因进食某种或某类

食物而引起疾病*&

!

'该问题发生的频率*&

#

'该问题

发生时的主要症状*&

6

'引起这些症状的食物主要有

哪些*&

9

'是否曾被诊断为过敏性疾病&如过敏性鼻

炎+哮喘+药物过敏+皮肤过敏性皮疹+食物过敏等'#

调查问卷当场发放"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医生按标准指

导语进行讲解"被调查对象当场填写"并当场回收问

卷"共同核对填写情况#

$0'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YBB38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

示"采用单因素
<1

,

)TN)/

回归分析探讨
57Z

与食物

过敏的关系"

3

#

"0"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组研究对象问卷调查结

果见表
3

#过敏组
$8048E

的患者有口腔溃疡反复发

作史且溃疡能自愈"

930"6E

的患者每次发作时间在

4

#

3"J

"

#409"E

的患者符合
57Z

初步诊断#健康

对照组个别研究对象有溃疡反复发作史且均能自愈#

8#049E

的过敏组患者因进食引起疾病发生的频率在

9

次以上"

57Z

组有
#80"9E

的患者因进食某种或某

类食物引起疾病且频率较低#过敏组和
57Z

组自述

进食引起过敏反应的症状以皮肤瘙痒+皮疹为主"口

唇或咽喉部有痒刺感刺痛或红肿+腹泻+呕吐等症状

次之#芒果"虾+桃和牛奶及不明确的乳类是引起过

)

4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HAIJ;*).

!

K1LI'HI2!"3:

!

M1*039

!

K10!3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学科研项目&

!"39ABW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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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的主要食物"其中芒果引起的过敏最多#

8#049E

的过敏组和
#306#E

的
57Z

组患者曾诊断为过敏性

疾病"而对照组仅有
3E

的人曾诊断为过敏性疾病#

表
3

!!

#

组研究对象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E

%)

项目
过敏组

&

%i8$

'

57Z

组

&

%i3"9

'

对照组

&

%i3""

'

57Z

相关问题

!

有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史
$4

&

$8048

'

3"9

&

3""0""

'

#

&

#0""

'

!

每次发作时间为
4

#

3"J 68

&

930"6

'

3"9

&

3""0""

'

"

&

"0""

'

!

溃疡能自愈
$4

&

$8048

'

3"9

&

3""0""

'

#

&

#0""

'

!

身体其他部分有溃疡
!

&

!0":

'

"

&

"0""

'

"

&

"0""

'

!

溃疡发作由理化因素引起
!8

&

#"0!3

'

"

&

"0""

'

!

&

!0""

'

!

综上符合
57Z

初步诊断者
#$

&

#409"

'

3"9

&

3""0""

'

"

&

"0""

'

食物过敏相关问题

!

因进食某种或某类食物而引起

疾病
8$

&

3""0""

'

63

&

#80"9

'

!

&

!0""

'

!

因进食引起疾病发生的频率

!!

3

次
3

&

30"6

'

#

&

!0:$

'

3

&

30""

'

!!

!

#

6

次
9

&

90!3

'

!4

&

!9043

'

3

&

30""

'

!!

9

次以上
8"

&

8#049

'

33

&

3"06:

'

"

&

"0""

'

自诉进食引起过敏反应的症状

!

皮肤瘙痒起皮疹
9"

&

9!0":

'

#$

&

#60!8

'

3

&

30""

'

!

腹泻或呕吐
#!

&

##0##

'

!

&

308"

'

3

&

30""

'

!

口唇或咽喉部有痒感刺痛或红

肿
#"

&

#30!9

'

3"

&

809!

'

"

&

"0""

'

!

打喷嚏+流鼻涕或鼻塞
3!

&

3!09"

'

#

&

!0:$

'

"

&

"0""

'

!

头痛或头晕
33

&

3306$

'

"

&

"0""

'

"

&

"0""

'

!

眼部发红+疼痛或流泪
6

&

6034

'

"

&

"0""

'

"

&

"0""

'

!

呼吸困难
6

&

6034

'

"

&

"0""

'

"

&

"0""

'

!

吞咽困难
#

&

#03#

'

"

&

"0""

'

"

&

"0""

'

!

晕倒或眩晕
!

&

!0":

'

"

&

"0""

'

"

&

"0""

'

!

关节僵硬
3

&

30"6

'

"

&

"0""

'

"

&

"0""

'

自诉引起过敏反应的食物

!

芒果
!:

&

!8034

'

38

&

3:03"

'

"

&

"0""

'

!

虾
!9

&

!$0"6

'

3"

&

809!

'

3

&

"0""

'

!

桃
!6

&

!90""

'

"

&

"0""

'

"

&

"0""

'

!

牛奶及不明确的乳类
3#

&

3#096

'

3!

&

3306#

'

3

&

"0""

'

!

胡椒
:

&

:0##

'

"

&

"0""

'

"0""

!

番茄
:

&

:0##

'

"

&

"0""

'

"

&

"0""

'

!

羔羊肉
:

&

:0##

'

"

&

"0""

'

"

&

"0""

'

!

鱼类
4

&

40!8

'

"

&

"0""

'

"

&

"0""

'

!

螃蟹
$

&

$0!9

'

"

&

"0""

'

"

&

"0""

'

!

菠萝
$

&

$0!9

'

"

&

"0""

'

"

&

"0""

'

!

不明确的海鲜
$

&

$0!9

'

9

&

604$

'

"

&

"0""

'

!

牛肉
$

&

$0!9

'

"

&

"0""

'

"

&

"0""

'

!

柑橘
9

&

90!3

'

"

&

"0""

'

"

&

"0""

'

!

鸡蛋
6

&

6034

'

3

&

"089

'

"

&

"0""

'

曾被诊断为过敏性疾病
8"

&

8#049

'

##

&

#306#

'

3

&

30""

'

/0/

!

57Z

与食物过敏的
<1

,

)TN)/

回归分析
!

以是

否符合
57Z

为因变量&是
i3

"否
i"

'"以是否食物过

敏为自变量&是
i3

"否
i"

'进行单因素
<1

,

)TN)/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食物过敏使出现
57Z

的风险增加"

约为无食物过敏者的
!

倍#见表
!

#

表
!

!!

57Z

与食物过敏的
<1

,

)TN)/

回归分析

参数
"

.

V

A*1; 3 QT 89E@"

食物过敏
"0$6# "0!#6 40938 "0""$ 308"! 30!"3

#

#0"33

常量
c"06!$ "03$3 40"!8 "0"": "0$9# c

!!

注!

c

为无数据

'

!

讨
!!

论

!!

早在
38:$

年国外一项研究"表明致敏食物是引

起溃疡的可能原因#

@FKZ<

等,

9

-的研究表明"在一

定年龄和社会经济的前提下"人们所吃的食物可能存

在致敏性食品或防腐剂等"如果严格地控制其食用"

可较好地改善
!9E

#

49E

患者的病情"故推断
57Z

的发生与吃不同种类的食物有关#

@Z<B%5%K

等,

$

-

使用常用的
!#

种食品添加剂对
!6

例
57Z

患者和
!!

例健康者进行斑贴试验"其中有
!3

例患者和
#

例控

制者出现阳性反应"故推测食物过敏可能在
57Z

病

因学中起一定的作用#

国内关于食物过敏致
57Z

的研究较少"刘晓云

等,

4

-对
57Z

患者和健康体检者进行食物干预研究发

现"个体化饮食护理干预后"

57Z

患者口腔溃疡症状

明显改善#且
57Z

患者食物不耐受阳性率很高"依

次为蟹+虾+蛋黄+蛋白#

b75?[7K7

等,

:

-的研究

均发现
57Z

的发生可能与食物性过敏原有关"易诱

发过敏的食物依次为海鲜+鸡蛋+大麦+燕麦+玉米+

菇等#

本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食物过敏患者中有
#$

例

&占食物过敏患者人数的
#409"E

'符合
57Z

的诊断

标准*

57Z

患者中有
63

例&约占
57Z

患者人数的

#80"9E

'自诉有食物过敏的情况"而健康志愿者中不

存在类似食物过敏和
57Z

等问题#关于食物过敏患

者和
57Z

患者均自诉过敏主要症状为0皮肤瘙痒起

皮疹1和0口腔黏膜或咽喉部有痒感刺痛或红肿1"推

测为该两类症状为日常人们容易留意"且能自己认识

到其与过敏反应产生联系的症状*另外0腹泻或呕吐1

在食物过敏患者中也占一定比例#而自诉引起过敏

反应的食物以芒果+虾和牛奶及不明确的乳类居多"

可能为常见食品"也对该类食物可能造成过敏有一定

的认识*确诊为食物过敏的患者"还反映桃也为较为

常见的致敏食物#

早期的
57Z

病理变化为免疫活动的参与提供了

间接证据,

3

"

!

"

8

-

"有研究对
57Z

溃疡早期病变的组织

表现进行病理学分析"发现存在细胞介导的免疫发病

机制"符合延迟性超敏反应的标准"而
V

淋巴细胞抗

体免疫致病机制+免疫复合物+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

细胞毒性作用"以及自然杀伤细胞可能起到了关键

作用,

3"

-

#

在
57Z

的溃疡前期和愈合阶段"患者有
;?6

h

S

)

: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HAIJ;*).

!

K1LI'HI2!"3:

!

M1*039

!

K10!3



淋巴细胞水平的增加"但在溃疡状态下"往往
;?:

h

S

淋巴细胞水平数量增多"推测
S

细胞在细胞毒性作用

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33

-

#

通过本研究可以推断"食物过敏与
57Z

的发生

有一定的相关性"其可能是影响
57Z

疾病的发生+发

展因素之一#因此"在
57Z

的临床诊疗过程中"应对

患者的过敏史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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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市采供血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杨冬燕!邱本慧!廖雪君!杨成丽!成晓娇!曾
!

亮!何
!

涛"

!夏代全+

"重庆市血液中心!重庆
6"""39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研究重庆市采供血行业现状及医疗资源匹配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及建

议'方法
!

将
!"36c!"3$

年
3:

家采供血机构分成血液中心&中心血站和中心血库三类!对血液采集&供应&医

疗资源配置和临床用血&人力资源配置等现状进行描述性研究!并做分类比较的统计分析'结果
!

血液中心采

供血覆盖区域的户籍人口只占全市的
##0""E

!三级医院数占全市的
4!0""E

!采血量占全市的
68046E

!

!"3$

年覆盖区人口年平均献血率达到
3609:n

$住院人次&手术人次对用血量有显著影响$全市
!"3$

年采供血机构

人均采血量为
9:8Z

'结论
!

重庆市采血与供血资源配置不平衡!采供血机构人员编制不足'

关键词#采供血$

!

血液采集$

!

血液调配$

!

血液供应$

!

无偿献血

中图法分类号#

5389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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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3$4!&8699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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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服务能力的加

强"临床供血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了更好地

了解重庆市采供血工作现状"把握重庆市采供血总体发

展趋势"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对
!"36c

!"3$

年全市
3:

家采供血机构采供血情况及其所覆盖

范围的医疗资源进行了分析研究"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0$

!

数据来源
!

重庆市各级采供血机构&共
3:

家'"

根据其所服务的区域"按照
3

个血液中心"

$

个中心血

站"

33

个中心血库分为三类"每一类分别对应其所覆

盖区域的临床用血医疗机构"共
$9$

家#

$0/

!

调查方法
!

根据中国输血协会发布的采供血工

作情况调查表"结合重庆市采供血现状"编制$采供血

工作情况调查表%"对
3:

家采供血机构进行现场调

查#通过$重庆市卫生统计年鉴%和$重庆市统计年

鉴%收集
!"36c!"3$

年重庆市采供血机构相关信息"

以及其覆盖区域的社会人口资源+医疗资源等数据"

按照$采供血工作情况调查表%中的项目逐项填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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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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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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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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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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