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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哮喘者支气管激发试验与气道阻力

昼夜变化意义的分析

沈阳军区总医院 ( 1 1 0 0 1 5) 康林 陈萍 刘相德 林小平 黄渭

哮喘患者呼气峰流速值的昼夜节律性变化已受到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

为探讨谷物 哮 喘者 气 道 阻 力

(几附 )昼夜节律性变化的临床意义
,

我们对谷仓工人

用谷尘或食酪瞒提取液进行特异性支气管激 发 试 验

(冬B P T )后观察了24 小时内v- V 曲线与R脚并与缓
娜期普通哮喘者及正常人对照

。

现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一
、

对象
:

沈阳市第二粮库
,

面粉厂职工中接尘

后有呼吸道症状者
, 乙酞甲胆碱激发试验 ( M

一B P T )

阳性
,

谷尘或食酪瞒提取液皮肤试验阳性者 ( G ) 10 例

(男 3 例
,

女 7 例 )
,

平均年龄 33岁 ( 2 6~ 45岁 )
。

食酪靖提取液激发阳性者 ( M ) 9 例 (男 5 例
,

女 4

例 )
,

平均年龄 32岁 ( 2 6~ 3 5岁 )
。

G与M组平均接

尘 7 年
。

受试前一天停止接尘
。

M
一B P T 阳性的缓解

期普通哮喘者 (A ) 8 例 (男 7 例
,

女 1 例)
,

平均年

龄 33 岁 (30 ~ 39 岁 )
。

受试前一天停用一切药物
。

正

常对照组 ( N )1 2人
,

M一P T阴性
,

男
、

女 各半
,

平

均年龄 35 岁 (2 1~ 4 8) 岁
,

所有受试者均无吸烟史
。

二
、

方法
:
于测定M

一 B P T 半月后用谷尘
、

食酪

蜻提取液行S 一 B P T
,

激发前及激发后15 分钟
,

1
、

3
、

6
、

1。
、

18
、

2z 小时分别测定 R a w 及v-- V曲线
,

每次 至 少

描图 3 次
,

选最佳曲线记录
。

三
、

S
一B P T :

用从粮库收集的谷尘和食酪蜗抗原

制成的提取液做支气管激发试验
,

激发浓 度 谷 尘为

1 : 10 00
、

1 : 1 00
、

1 : 5 0
、

1 : 25
、

1 : 1 0和 1 : 2 (原液 ) 依次增

高
,

食酪蟒为 z : 2 0 0 0
、

1 : 5 0 0
、

z : 1 00
、

z : 5 0
、

1: 2 5和 z : 1 0

的原液
,

用潮气吸入法依次递增
,

应用 sA ot g r a P h

T C K 一
61 o oH气道反应测定仪和美国 G O U L D 2 50 0型

体积描记仪
,

于吸入每一浓度两分钟后测定气道阻力

(R a w )和比气道传导率 ( s G a w )
、

用力肺活量 ( F V C )
、

第一秒用力呼气盆 ( F E V
: 。

.)
、

最大呼气中期流 速

婴 F : , 一 , 。 ,
、

50%和2 5%肺活盈时呼气流速 ( v , 。 、

V : 。 )
、

最大呼气高峰流速 ( P E F R )
。

若 R
aw 增高大于

100 %
、 s G aw 下降大于35 线

、
F EV I 二下降大于 20 %

、

F V C下降大于 10 %中
,

达任何两项则为阳性
。

并分别计

算 24 小时内上述各指标最高与最低值的波动率
,

其计

算公式为
:

波动率 = 最高值
一最低值

最高值
x 10 0%

,

凡是 2 4小时内F V C
、

F E V : . 0 、

F E F Z卜 , , 拍
、

p E F R波

动率 > 4 0 %则为异常
。

结 果

一
、

基础肺功能比较
:

由表 1 可 见 G 组 除 了

F E F 2 5 , 7场和 P E F R 分别与正常组比较差异 显著 ( P

< 0
.

0 5 )外
,

余项肺功能以及 M
、

A 组各指标均无 显著

性差异 ( P < 0
.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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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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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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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正常对照组 比 较差异显著 P < 0
.

05
.

二
、

S 一 B P T
:

本文 l e例谷物哮喘者 S 一 B P T 均为 谷尘皮试阳性
,

但 S 一B P T 阴性
。

阳性
,

其 中速发反应型占26
.

3 2 % ( 5 / 1 9)
,

迟发反应 三
、

Raw 及 v- V 曲线昼 夜波动率及其异 常 检出

型占1 0
.

53 % (2 / 19)
,

双相反应型占63
.

1 6% (12 / 19 )
,

率
:
如表 2 所见G组

、

M组各指标24 小时波动率与 N

A组谷尘或食酷蟒皮试与 S一P T均阴性
,

N 组中 2 例 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 P < O
。

05) 或非常显著性差异



一

18 0
.

(P 丈。
,

0 1 )
,

A组R洲
、

F E V a二
、

P E FR及V Z , 与N

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 (P < O
。

0 1) 或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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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和M组上述肺功能指标昼夜波动异常检出率依

次高于 A组和N组
。

衰 2 F巨w 及V
一

V曲线昼夜波动率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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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动率 = 以最高值 一 最低值 ) /最 高值〕 x 1 00 % G
:

谷尘组

` 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 P < 。
.

0 1
.

八舀与正 常对照组比较 P < 0
.

05
,

M
:

食酪绪组 A
:

哮喘组 N : 正常组

P < 0
.

0 1

四
、

谷物哮喘者 S 一 B P T 后 各时间四项判定指标

阳性率
:

G组R aw 增高达 1 0 0 % 者 2 5分钟占 3 0 %
,

1 小

时及 6 小时各1 0%
,

而 15 分钟 s G a w 下降达 3 5% 者

占9 0%
,

3 小时占1 0 %
。

M组 1 5分 钟 Raw 增 高 达

1 0 0% 以上者占4 4%
,

1 小时及 1 8小时各为 1 1%
。

1 5

分钟 s G aw 下降达 35 % 以上者 占7 7%
,

0 小时占2 2%
。

1 5分钟 F E V I
.

。下降达 21 % 以上者占6 6%
,

6 小时为

2 2%
。

五
、

G 和 M 组激发后各时间 R
aw 达最高值

、

s C a w
、

F v C
、

F E v i . o达最低值发生率
: G 组激发后

R翻 15 分钟及 G小时达最高值
,

均为 20 %
,

1小时

为理。%
; 3

、

6 小时各为 1 0 %
,

2 5分钟
、

1 小时 s G a 丫铲

达最低仇分别为 60 %和20 %
,

而 6 小时及 1。小时各为

10 %
。

F E V I 。
15 分钟达最低值发生率为 50 %

,

其余

时间各为 2 0 %
。

F V C 1 5分钟
、

1 5小时为准。% 及 2 0%
,

而 1
、

3
、

6
、

10小时均为 1 0%
。

食酪瞒激发后 R aw
1 5分钟达最高值比率为 66 %

,

18小时为 22 %
,

1 小时为 1 1 %
, s G洲 15 分钟达最低值

者为 55 %
,

1 小时及 6 小时各为 22 %
。

F EV I . o ls 分

钟为 6 6%
,

1 小时为 2 2 %
,

6 小时为 11 %
。

15 分钟及

10小时 F V C 达最低值发生率分别为列 % 及 22 %
,

而

3 小时
、

6 小时各为 11 %
。

讨 论

谷物哮喘者经谷尘和食酪蜡提取掖激发后气道阻

力
,

大
、

小气道功能在24 小时内均呈明显 节 律 性变

化
。

一
、

R a w 节律性变化意义
:

n aw 和 s G
aw 昼夜

波动率及异常波动检出率 依 次 高 于 V : , 、

V
, 。
和

F E F 2 5 一 , , 肠 P更: F R
、

F EV i . o 、

F V C
,

说明气道阻

力增高的波动率及异常检出率依次较小气道
、

大气道

功能指标为高
,

R aw 更为敏感
。

谷物哮喘者 (G 与

M 组 ) R a w 昼夜波动率异常检出率 达 90 一 1 00 %
,

与其 S 一 B P T 阳性率1 00 %相一致
,

说明R a w 昼夜波动

率同样可作为判定气道高反应性
、

诊断哮喘的可靠客

观指标
。

同时也说明本
一

丈提出的 R a w
、 s G

aw 昼夜

二
】

波动率> 4 0 %
, 、 : , 、 沪 , o > 3 0% 以及 F E F Z , _ , , 肠、

P E F R
、

F EV : 二和 F v C > 2 1% 是可靠的
。

二
、

R a w 节律性变化与抗原吸入
: S 一 B P T 后A和

N组 R a w 及其它大
、

小气道功能指标也有不 同程度 的

昼夜波动
,

但其异常检出率依次低于谷物哮喘者
,

说

明谷物哮喘者气道 阻力节律性变化是特异性抗原激发

的结果
。

也是其接尘后 呼吸道症状
一

节律性出现的病理

生理学基础
。

谷物哮喘者谷尘组 3。%于 s 一 B P T 后 卢

分钟R a w 升高 100 % 以上
,

其中 60 %此时达 鼓高值
,

其余则于 1 或 6 小时达 最高值
。

激 发 后 F E V I . 。 、

F V C 和s G a w 也呈类似变化
。

说明谷物哮喘者吸入谷

尘后 15 分钟即可 出现气道高反 应性
,

同时 R a w 达级

高值
,

F V C
、

F EV : 一
、 s G aw 达昼夜变化的最低值

,

但部分患者则继续降低
,

10
.

53 % 出现迟发反应者则

在激发后 3 一 6 小时达最低值 (或最高值 )
。

结果与

多数患者于上班接尘后 即出现症状
,

少数则于 l 小时

后出现短暂加重
,

部分患者 3 一 6 小时后再次出现症

状或加重一致
。

食酪蜗组也表现类似情况
,

且习比w 持

续至 S 一 B P T 后 18 小时仍有33 % 患者达最高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