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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化妆品过敏是皮肤科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就化妆品过敏的常见变应原 (香料 、 防腐剂和对苯二胺)及诊

断做一综述。

关键词:化妆品过敏;变应原;诊断

中图分类号:R75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1X(2006)04-0223-05

Common allergens and diagnosis of cosmetic allergic contact dermatitis

WANG Wen-hui , LI Lin-feng , LU Xue-ya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 Beijing 100083 , China)

Abstract:Cosmetic allergic contact dermatiti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art in dermatology.This paper reviews common allergens

(including fragrances , preservatives and para-phenylenediamine) and diagnosis of cosmetic allergic contact derm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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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涂抹 、 喷洒或其他类似方法用于人体皮肤或黏膜 , 为

清洁 、 美化 、 增加魅力 、 改变体表形态 、 纠正体表气味或起

保护功能的物质均属于化妆品。 化妆品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

或多或少的关系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审美水平的提高 ,

化妆品的使用日益广泛。化妆品引起的皮炎在接触性皮炎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化妆品变应性接触性皮炎 (即一般所说

的化妆品过敏)引起的反应往往较刺激性反应更重 , 治疗更

加困难。对某种化妆品成分过敏后 , 对含有相关成分的其他

化妆品也可以发生接触性皮炎 , 因此是皮肤科研究的重点之

一。本文就化妆品过敏的常见致敏物质及诊断做一综述。

1　化妆品中常见的致敏物质

化妆品的成分一般包含基质 、 香料 、 防腐剂 、 乳化剂等 ,

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又可以包含其他成分 , 如保湿霜里可有

润滑剂 , 营养霜里可有维生素 , 防晒霜里有一些紫外线吸收

剂 , 除臭剂含有除臭成分和抗菌剂 , 防皱霜和眼霜里多有收

敛剂 , 卸妆使用的化妆品里多有清洁剂 、 泡沫剂 , 眼影 、 胭

脂 、 指甲油等多含有染料 , 染发剂 、 脱色剂 、 冷烫精里有相

应的化学成分 , 一些疗效化妆品可能含有激素等[ 1] 。常见化

妆品的一般组分见表 1。

　　在这些化妆品组分中 , 目前文献报道的最易引起化妆品

过敏的变应原依次是香料 、 防腐剂和染料中的对苯二胺[ 2 ,3] 。

1.1　香料

香料物质按其来源可以分为天然香料和合成香料。 在香

料工业中约有3 000多种不同成分的香料在化妆品中应用 , 其

中 300～ 400 种是天然来源。 香料物质在化妆品中的浓度一般

为0.5%, 在一些香味不浓的化妆品中也有浓度≤0.1%的香

料存在[ 4] 。化妆品中具体的香料成分属于商业秘密 , 一般国

家对化妆品中香料的管理也相对较少[ 5] 。

表 1　常见化妆品的一般组分

化妆品 一般成分

乳膏 油类混合物 、 水 、 乳化剂 、 防腐剂 、 香料及各种

添加剂 , 如营养剂 、 泡沫剂 、 稳定剂 、 防晒剂 、

色素等

除臭剂和除汗剂 抗菌剂 、铝盐

睫毛膏 基质、 防腐剂 、 香料 、 颜料 、 松香及其衍生物 、

溶剂或者柔软剂

染发剂 染料

毛发脱色剂 过氧化氢酸溶液+铵盐 (分在两个包装里)

冷烫精 巯基乙酸铵

定型液 树脂 、 水或者酒精

毛发喷雾剂 树脂、 工业甲基化酒精 、 推进剂 、 香料 、 添加剂

如羊毛醇

香波 烷基苯磺酸盐及各种添加剂 , 如防腐剂、 去屑或医

疗成分、 营养剂 、泡沫剂 、稳定剂、 香料 、色素等

唇膏 矿物油 、 蜂蜡 、 蓖麻油 、 羊毛脂 、 防腐剂 、 香料

及颜料

胭脂 颜料 、 松香和防腐剂

指甲油 颜料和防腐剂

　　据统计 , 化妆品过敏中至少有 35%是由香料引起的过

敏[ 4] , 芳香混合物是香料接触过敏的指示剂 , 在皮肤科病人

中芳香混合物斑贴试验的阳性率为 6%～ 11%[ 4] 。赵辨等在

1991 年报道 , 中国南京 107例面部皮炎患者中芳香混合物的阳

性率为 15%[ 6] 。大多数国家报道的芳香混合物斑贴试验阳性

率在不断上升。如丹麦斑贴门诊 1985 ～ 1986 年标准斑贴系列

里芳香混合物的阳性率为 4.1%, 而至 1997 ～ 1998 年便上升为

9.9%[ 5] ;新加坡 1984～ 1985年芳香混合物的阳性率为 8.4%,

到 1986～ 1990 年上升为 13.3%[ 7] ;美国 1979 ～ 1980 年芳香混

合物阳性率为 7%, 1992 ～ 1994 年为 11.4%, 1994 ～ 1996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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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96～ 1998 年为 11.7%[ 5] 。但 Schnuch A 等在 2004 年首

次报道 , 芳香混合物在欧洲皮肤科信息网 (IVDK)病人中的

阳性率有明显的下降 , 芳香混合物的阳性率 1996 ～ 1998 年在

上升 , 但 1999～ 2002 年呈下降趋势 , 阳性率在 1999 年最高 ,

为 13.1%, 2002 年最低 , 为 7.8%。作者认为芳香混合物阳性

率的显著下降很可能是由于对香料暴露的减少 (香料物品中

强变应原应用 、 含天然成分化妆品应用和重要香料变应原应

用的减少)[ 8] 。

需要注意的是 , 大多数对香料过敏的患者认为使用瓶示

“不含香料” 的化妆品就不会发生香料过敏。而在化妆品工业

中基本油类不归为香料 , 这就使得很多含有植物提取物的化

妆品瓶示为 “不含香料” 。并且在很多情况下 , 这些植物提取

物在化妆品中的作用主要是其生物学或药理作用 , 而不主要

是芳香作用 , 故未列为 “香料” 。瓶示 “不含香料” 的化妆品

其实很多含有隐藏的芳香成分 , 尤其是一些含植物提取物的

化妆品 , 多与芳香混合物有交叉过敏反应。 一些学者建议 ,

芳香混合物敏感病人避免使用标示独立植物成分的个人护理

产品[ 9] 。

另外 , 绝大多数消费者笃信使用纯天然或含天然植物成

分的化妆品对皮肤有好处。然而一项针对含天然成分化妆品

的调查显示 , 91%的这种产品含有已证明是潜在变应原的香料

物质[ 10] , 如对茶树油过敏越来越常见 , 一般认为茶树油中最

可能引起反应的组分是柠檬油精[ 9] 。随着这类产品使用的增

多 , 含有纯天然成分的化妆品发生过敏反应并不少见 , 而且

致敏成分不易弄清 , 亦不易检测[ 11] 。

1.2　防腐剂

与香料 、 金属盐一样 , 防腐剂也是一组重要的接触变应

原。多数防腐剂有抗菌作用 , 一部分具有抗氧化作用。将它

们用于化妆品时 , 过敏的发生率其实远低于刺激性皮炎或者

皮肤轻度刺激感的发生率。但过敏带来的后果远比刺激严重 ,

在更换一种含有不确定变应原的化妆品后 , 病人会有出现复

发性皮炎的风险。原则上讲 , 几乎所有的防腐剂都是一个潜

在的过敏原[ 12] 。通过基础研究和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 , 可以

对各种防腐剂的致敏性强弱有所了解[ 12] 。

IVDK在 1990 ～ 1994年皮肤科斑贴门诊多中心调查结果显

示 , 在标准斑贴变应原系列中 , 各种防腐剂阳性率排序为硫

柳汞最高 , 为5.3%;对苯类最低 , 为1.6%;其余如MCI/MI、

福尔马林和 MDBGN/PE 的阳性率都在 2%左右[ 12] 。同期 , 丹

麦报道的防腐剂阳性率顺序与此相同[ 13] 。 IVDK 的研究还显

示 , 这些防腐剂的斑贴试验阳性率在这 5 年间的变化趋势为

硫柳汞在上升;MDBGN/PE 上升一段时间后保持平稳;MCI/

MI下降;对苯类和福尔马林没有明显变化[ 12] 。

虽然硫柳汞阳性率较高 , 但因暴露于硫柳汞或者与硫柳

汞有交叉反应的其他汞制剂而产生的接触性皮炎却很少见。

硫柳汞阳性率的增加考虑与疫苗使用增加有关 , 因为多数国

家外用药和化妆品中禁止使用硫柳汞。 但须注意 , 硫柳汞阳

性病人可以对其他汞制剂有交叉反应 , 而一些增白的化妆品

里可能就含有汞制剂。

MDBGN/PE , 即 Euxyl K 400 (methyldibromoglutaronitrile , 甲

基二溴戊二腈)开始出现于 80 年代 , 90 年代初期应用逐渐广

泛。至 90 年代中期 , 在新西兰 、 意大利和德国 , 其斑贴试验

阳性率已经达到了 2%～ 4%
[ 14 , 15]

。在 IVDK研究期间 (1990 ～

1994 年), 其阳性率上升一段时间后保持在 2%左右。现在认

为它是一种很 “重要” 的变应原 , 不是因为它是强变应原[ 16] ,

而是因为应用广泛。

MCI/MI , 即 Kathon CG (chlormethylisothiazolinone/Methy liso-

thiazolinone , 氯甲基异噻唑烷/甲基异噻唑烷)曾经在化妆品中

广泛应用 , 但现在多数国家化妆品中已经基本不用 , 而在工

业中仍应用较广[ 13] 。MCI/MI斑贴试验阳性病人手湿疹多见 ,

多因职业源性。而且 , 在需清洗掉的化妆品中 MCI/MI 浓度很

低时 (7～ 15 ppm)可以被耐受[ 12] 。

对苯类应用很广泛 , 它的致敏性不强 , 事实上新的防腐

剂很难达到对苯类的安全标准。化妆品中的对苯类很少引起

正常皮肤的过敏反应 , 但下肢溃疡的病人易过敏[ 17] 。

福尔马林现在已很少应用于化妆品中 , 但福尔马林释放

剂如夸特-15、 溴硝丙二醇 、 咪唑烷基尿素 、 咪唑重氮基尿素

应用较多 , 且多用于需清洗掉的化妆品中。 其中溴硝丙二醇

是否为福尔马林释放剂尚有争论 , 因为其与福尔马林的伴随

反应少 , 只有 15%左右 , 远低于有效的福尔马林释放剂如夸

特-15 (47%)。所以 , 现认为溴硝丙二醇致敏的原因主要为其

本身 , 而不是因为释放福尔马林。 溴硝丙二醇在欧洲各个国

家的斑贴试验阳性率偏低 , 为 0.5%左右[ 12] 。咪唑重氮基尿素

斑贴试验阳性者也只有 10%对福尔马林有反应 , 所以考虑其

本身也为变应原[ 12] 。咪唑重氮基尿素没有咪唑烷基尿素应用

广泛 , 但斑贴试验阳性率较高 , 是更强的变应原 , 基础研究

也证明了咪唑重氮基尿素确实比咪唑烷基尿素的致敏性强[ 12] 。

IVDK的研究还显示除硫柳汞外 , 各种防腐剂都是在高年龄组

患者斑贴试验阳性率高[ 12] 。

1.3　对苯二胺

染发剂可以分为植物染料 、 金属染料和合成有机染料 3

种。前两种现在已经基本不用。合成有机染料中主要为对氨

基染料和硝基染料 , 其中最容易引起过敏的成分是对苯二胺。

在 90 年代早期对苯二胺曾经一度在德国 、 法国和瑞典禁止使

用 , 后来规定染发剂中对苯二胺成分低于 6%, 禁令才渐渐取

消[ 1] 。但多数国家法律规定 , 含对苯二胺的染发剂只能由注

册药师发放 , 药瓶上还需注明含有对苯二胺 , 可以引起皮肤

过敏[ 18] 。

现在 , 染发人群虽然增多 , 部分国家染发皮炎患者占斑

贴试验人群的比例却在逐渐下降[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发

展中国家 , 对苯二胺的过敏仍很常见。 而且很多染发剂标签

未注明含有对苯二胺的成分[ 18] 。赵辨等在 1991 年报道 , 中国

南京 107 例面部皮炎患者中 , 对苯二胺斑贴试验阳性率为

15.9%, 为首位变应原[ 6] 。

2　化妆品过敏的诊断

2.1　化妆品过敏的诊断标准

根据赵辨主编的 2001 年第 3 版 《临床皮肤病学》[ 19]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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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峰编著的 2003年第2 版 《接触性皮炎与皮肤变态反应》[ 20] ,

化妆品过敏的诊断标准如下:(1)发病前有化妆品应用史;

(2)发病部位与化妆品接触部位相对一致 , 也可扩至周围及

远隔部位;(3)发病时间与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的发病时间一

致;(4)停用可疑化妆品后消退或好转;(5)皮损表现为湿疹

皮炎样;(6)排除其他已知原因引起的皮炎;符合上述标准 ,

即可诊断可疑化妆品过敏。如果应用试验或者斑贴试验阳性 ,

或者反复开放应用试验阳性 , 即可确诊化妆品过敏。

2.2　斑贴试验在诊断化妆品过敏中的作用

1895年德国人 Josef Jadassohn 在奥地利 Graz 城的德国皮肤

科学会上 , 在全世界首次系统地报告了有关斑贴试验的研究

成果 , 使斑贴试验确立为研究接触性皮炎的可靠实验手段。

到20世纪 60 年代 , 斑贴试验不仅仅作为科研工具 , 在临床工

作中也开始广泛应用 , 并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化妆品过敏的诊断中 , 斑贴试验不仅能证实临床怀疑

的过敏 , 还有可能发现临床忽视掉的过敏 , 而且能将过敏具

体到一个特定的成分 , 从而帮助我们寻找过敏原。

可疑化妆品过敏的患者可采用标准斑贴试验变应原系列 、

化妆品成分斑贴试验变应原系列以及可疑化妆品进行斑贴试

验。

2.2.1　标准斑贴试验变应原系列　本系列含有的变应原为某

一国家或地区内常见的变应原 , 由该国家或地区接触性皮炎

工作者实际工作总结而来 , 标准变应原可以为 60%～ 80 的接

触性皮炎提供线索[ 21, 22] 。斑贴试验标准变应原的介绍可参考

李林峰编著的 2003 年第 2 版 《接触性皮炎与皮肤变态反

应》 [ 23] 。

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标准变应原种类可略有不同 , 同一国

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标准变应原种类也可有所不同 , 但一

般都包含一些化妆品中常见的变应原 , 如香料 、 防腐剂和对

苯二胺。

2.2.1.1　香料　标准斑贴试验里与香料过敏的变应原包括芳

香混合物 、 松香和秘鲁香脂。芳香混合物原是 8 种芳香物质

(肉桂醇 、 肉桂醛 、 羟基香草醛 、 戊基肉桂醛 、 香叶醇 、 丁子

香酚 、 异丁子香酚 、 栎树藓提取物)的混合。向芳香混合物

里添加脱水山梨醇倍半袖酸酯 (sorbitan sesquioleate , SSO)可

以提高芳香混合物的斑贴试验阳性率 , 所以现用标准系列斑

贴里的芳香混合物是 8种芳香物质加 SSO , 8 种芳香物质的浓

度为 1%, SSO 的浓度为 5%。芳香混合物对发现香料过敏很

有用 , 在湿疹患者中 , 60%～ 90%的芳香混合物斑贴试验阳性

患者可以发现临床相关性[ 4] 。但因其只含有 8 种芳香物质 ,

Lasen WG 认为只能检测出 70%～ 80%的香料过敏病人[ 4] 。 De

Groot等估计约有 15%的香料敏感病例不能通过芳香混合物识

别[ 24] 。曾有很多学者试图把芳香混合物里的某些物质换成现

在应用较广的香料 , 但都没有得到很理想的结果 , 所以 , 怀

疑香料敏感的病人如果芳香混合物斑贴试验阴性 , 多数学者

建议加测香料系列斑贴试验。 Lasen W等报道在检测芳香混合

物和秘鲁香脂的基础上 , 同时检测天然香料混合物 , 可使检

测香料过敏的灵敏度从 81%提高到 95%[ 25] 。 Frosch 等建议对

怀疑香料过敏患者加测 5%LyralR★(在凡士林中)做斑贴试

验[ 26] 。

芳香混合物与面部化妆品皮炎关系密切 , 李林峰等在

2000年报道芳香混合物在面部化妆品皮炎中的阳性率

(27.7%)远高于季节性面部皮炎 (6.7%)、 其他面部皮炎

(7.6%)和非面部皮炎的湿疹患者 (6%)[ 27] 。

松香与芳香混合物多有伴随反应 ,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香

料过敏的指示剂[ 4] 。松香在化妆品中多用于脱毛 、 营养 、 上

妆类产品 、 睫毛膏以及毛发用品。 秘鲁香脂现在在化妆品中

已经基本不用 (国际香料协会 IFRA 推荐)[ 4] 。另外 , 一些香

料物质与倍半萜烯内酯类混合物有交叉反应 , 甚至有些学者

推荐把倍半萜烯内酯混合物也作为香料敏感的 “ 筛选试

剂” [ 28] 。

香料致敏除了化妆品途径外 , 还有很多其他途径 , 如膏

药 、 食品 、 家居产品等。

2.2.1.2　防腐剂　可以用于化妆品的防腐剂种类很多 , 不同

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间里的标准系列里含有的防腐剂种类可

能略有不同。国外每年都对每种变应原斑贴试验的阳性率作

总结 , 如低于 1%则从标准系列里取消[ 29] 。前面提到的 IVDK

在 1990 ～ 1994 年的多中心调查中其标准系列里每种防腐剂的

阳性率都大于 1%
[ 12]
。硫柳汞在标准系列斑贴里的浓度为

0.05%, 如果将浓度加倍 (0.1%), 将会产生很多的刺激和可

疑反应[ 12] 。福尔马林在斑贴试验中经常出现可疑反应 , 但这

些可疑反应有相当一部分与病史有相关性[ 12] 。

MDBGN阳性病人 , 皮损常表现为典型化妆品皮炎的模式 ,

即面部和手部是最易受累部位。有学者认为 , 还有一部分

MDBGN过敏的病人不能被检测出 , 可能因现用标准系列中

MDBGN的浓度偏低[ 12] 。用对苯类做斑贴试验有时可能会出现

相反的结果 , 而且斑贴试验反应阳性的病人往往能耐受含对

苯类的化妆品[ 17] 。

2.2.1.3　对苯二胺　对苯二胺与染发皮炎的关系极为密切 ,

大多数染发皮炎患者斑贴试验结果对苯二胺都是阳性[ 27] , 说

明对苯二胺是检测染发过敏一个很灵敏的试剂。 但也有部分

对苯二胺斑贴试验阳性人群无染发皮炎史 , 说明对苯二胺也

有其他的致敏途径。对苯二胺可作为毛皮染料存在于毛皮皮

革中 , 在洗相 、 印刷 、 影印 、 石油 、 油脂 、 橡胶和塑料中作

为抗氧化剂和加速剂。 而且 , 对苯二胺与橡胶抗氧化剂 4-异

丙苯胺有交叉反应 , 部分对苯二胺斑贴试验阳性病人可能是

由于橡胶过敏。

2.2.2　化妆品成分斑贴试验系列　标准斑贴试验变应原系列

是为了筛查所有的接触性皮炎患者而建 , 与化妆品有关的变

应原只占一部分 , 还有相当一部分化妆品里含有的成分不在

其内 , 故还可使用化妆品成分斑贴试验变应原系列。 该系列

可参考 “ Patch Test Products Catalogue” 手册 (Chemotechnique Di-

agnostics , Malm , Sweden)[ 30] 。

2.2.3　可疑化妆品斑贴试验　标准系列斑贴试验和化妆品系

列斑贴试验都是成分斑贴试验 , 对可疑化妆品皮炎患者还可

以做可疑化妆品斑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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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分斑贴试验相比 , 可疑化妆品斑贴试验[ 31]的优点是:

(1)可疑化妆品直接与病史相关;(2)可能查出未知或稀少的

变应原 , 如基质;(3)可能查出变应原的附加或协同作用;

(4)可能查出标准系列或者化妆品成分系列里没有的反应;

(5)对一些标签错误或者没有标签的化妆品不能靠成分斑贴

证实 , 只能靠原物证实;(6)关于化妆品标签的立法对香料

规定较少 , 可疑化妆品斑贴试验可以检测是否对化妆品中的

香料有反应 。其缺点是容易有假阴性和假阳性反应。假阴性

反应可能由于引起过敏的变应原在原物中浓度较低;假阳性

反应多由于不是检测标准物质 , 容易有刺激反应。 而且还容

易产生可疑反应 , 使得结果难以判断。另外还有花费时间和

费用的问题。

大多数化妆品不是强刺激物 , 故可用封闭式的斑贴试验

技术。 Engasser认为下列产品不应用原物作密闭斑试:香波 、

肥皂或去污剂 、 起泡清洁剂 、 起泡浴液 、 剃须皂沫或乳剂 、

染睫毛 (或眉毛)油 、 皮肤增白霜 、 脱色或助推剂 、 香料 、

指甲油 、 洗甲水 、 指甲伸长剂 、 指甲胶 、 去表皮剂 、 染发剂 、

发喷雾剂 、 固定液 、 拉直剂 、 拔毛剂 、 牙膏 、 洗牙水。其中

染睫毛 (眉毛)油 、 指甲油 、 发喷雾剂和香水做斑贴前须自

然变干[ 32] 。 De Groot报告香波 、 香皂 、 剃须皂等清洁类化妆品

须用蒸馏水稀释到 2%, 染发剂用蒸馏水稀释到 2%～ 5%, 香

水用 70%乙醇稀释到 2%～ 5%[ 33] 。 Adams 报告香波用水稀释

到1%～ 4%[ 34] 。李林峰在 2000 年报道[ 27] , 在 47 例面部化妆

品皮炎的患者中 , 13 例做了可疑化妆品斑贴试验 , 其中 6 例

(46.2%)为阳性结果。而在这 13 例患者中 , 有 12 例标准斑

贴试验变应原系列反应阴性。说明了做可疑化妆品斑贴试验

的必要性。

丹麦Gentofti医院皮肤科斑贴试验门诊在 1994～ 1996 年共

检测了1 527名湿疹病人。 对其中可疑化妆品过敏的 531 例患

者进行了化妆品的斑贴试验检测 , 阳性反应 40 人 , 可疑阳性

反应 82人。检测的化妆品为病人做斑贴试验前 2 个月内所用

的化妆品 , 主要包括保湿产品 、 眼化妆品 、 唇化妆品 、 甲化

妆品 、 防晒霜 、 染发剂 、 除臭剂 、 香水和剃须产品。未包括

肥皂和香波。结果发现在自己所用化妆品斑贴阳性反应患者

中有60%可以通过欧洲标准斑贴试验变应原系列和普通化妆

品成分斑贴试验变应原系列找到可能引起致敏的成分。 化妆

品里常用的芳香混合物和福尔马林是最易引起过敏的成分 ,

与其他湿疹病人相比 , 斑贴试验阳性率差异有显著性。 福尔

马林在自己化妆品可疑阳性反应的病人中也有较高的斑贴试

验阳性率[ 31] 。

总之 , 标准斑贴试验变应原系列和化妆品成分斑贴试验

变应原系列可以帮助皮肤科医师确定变应原 , 而可疑化妆品

斑贴试验可以确定具体的致敏化妆品品种 , 也有助于进一步

寻找化妆品中的变应原。三者在化妆品过敏诊断中起相互补

充的作用。

斑贴试验有助于我们寻找引起过敏的化妆品 , 停用引起

过敏的化妆品后 , 皮炎大多会好转或痊愈。确定引起过敏的

变应原 , 有利于指导患者科学的使用化妆品 , 预防化妆品过

敏的复发。通过对斑贴试验变应原的流行病学调查总结 , 还

可以反过来指导化妆品工业的生产 , 减少人群大范围化妆品

皮炎的发生。很多资料表明 , 立法是预防接触性皮炎的非常

有效的工具[ 35] 。在 60年代晚期一些研究者曾引入 “变应原控

制系统” 的概念 , 即化妆品皮炎患者只使用那些不含特定变

应原的化妆品 , 得到了让人振奋的结果:30%的病人完全治

愈 , 另有 40%的病人获得显著改善[ 11] 。

3　结论

化妆品的使用能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 , 全球化妆品的消

费在逐渐增长。与此同时 , 化妆品不良反应的发生也越来越

引起重视。尽管化妆品的安全性 、 耐受性和皮肤相容性在逐

步提高 , 但由于人们在不断追求并强化化妆品的生物学效能

及治疗效果 , 化妆品过敏的发生并不会减少。目前引起化妆

品过敏的主要变应原是香料 、 防腐剂和对苯二胺。香料过敏

在逐渐增加 , 但随着人们对香料过敏的重视 , 现在已经开始

有下降趋势。不断有新的相对 “安全” 的防腐剂产生 , 而实

际上并无绝对不致敏的防腐剂。

斑贴试验能帮助我们寻找致敏化妆品及变应原 , 从而对

化妆品过敏的诊断 、 治疗和预防都有很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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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豆集体中毒 78例临床分析

闫新社 , 许国智 , 乔纪春 , 王胜财

(青海油田职工总医院 , 甘肃 敦煌　736202)

　　我院于 2003年 8 月收治因集体进食未煮熟的四季豆致食

物中毒 78例 , 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78 例中男 75 例 , 女 3 例 , 年龄 18 ～ 47 岁 , 平均 29 岁。

均于食后 3 h 左右发病陆续到我院就诊 , 其中 1 h 内发病者 16

例 , 2 h 内发病者 51 例 , 3 h 内发病者 11 例。 78 例均出现恶

心 , 呕吐 52 例 (66.7%), 腹痛 48 例 (61.5%), 腹泻 43 例

(55.1%), 头晕 21 例 (26.9%), 乏力 28 例 (35.9%), 心悸

13 例 (16.7%), 精神萎靡 11 例 (14.1%), 1 例 (1.3%)出

现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入院后均做血 、 便常规和血生化检查 ,

其中血WBC>10×109/ L 28例 , 便常规多数为黄色稀便 , 潜血

8 例 , 血电解质紊乱 12 例。

症状较轻者予 VitC 、 VitB6、 能量合剂静脉滴注 , 保护胃

黏膜 ,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重者用生理盐水物理催吐 、 洗胃 、

导泻 , 清除尚未吸收的毒物 , 注意补充血容量 , 血象高者选

用抗生素治疗。对合并上消化道出血者予以止血 、 对症治疗。

67 例在 24 h 内治愈 , 11例较重者经积极救治 3 d痊愈出院。

2　讨论

四季豆属矮生菜豆, 又名云豆、 扁豆 , 是人们常食用的蔬

菜。临床经常可见家庭食用四季豆中毒现象。四季豆中毒 , 与未

煮熟的四季豆内含有皂甙和血球凝集素有关, 中毒潜伏期 10 min

至20 h[ 1] 。皂甙含皂素物质 , 对消化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性, 引

起局部充血 、 肿胀 , 甚至出血性炎症 , 出现恶心、 呕吐、 腹痛 、

腹泻等消化道症状。治疗主要是催吐、 导泻 、 输液以促进毒物排

泄, 减少机体对毒物的吸收 , 对呕吐 、 腹泻明显者应注意电解质

的补充。发生四季豆中毒直接原因是四季豆煮沸时间短 , 豆内的

血球凝集素未被破坏, 尤其是集体食堂用量大 , 更不易煮透。防

治中毒最有效的方法是广泛宣传四季豆的毒性及正确食用方法 ,

应将四季豆在沸水中充分煮透 , 使豆的鲜绿色变成墨绿色 , 方可

进行各种烹调方法的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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