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磺酸对锰引起的 PAG 活性减弱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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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湿疹 589例斑贴试验结果分析

赵丽萍 , 王丽莉 , 洪玉晓 , 王志敏 , 陈洪铎 , 高兴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 , 辽宁 沈阳　110001)

　　摘要:为了解我国北方地区慢性湿疹患者斑贴试验结果及临床意义 , 回顾性分析了本地区近 20 年来积累的 589

例慢性湿疹患者斑贴试验结果 , 分析接触性变应原在不同性别 、 年龄 、 季节及年代的分布特征。结果斑贴试验阳性者

269 例 , 占 45.7%。阳性率居前 9 位的接触性变应原分别为:20%松香 5.9%(35 例)、 1%甲醛 5.3%(31 例)、 1%次

乙基二胺 4.2%(25例)、 30%羊毛醇 4.1% (24 例)、 5%苯唑卡因 3.6%(21 例)、 8%芳香混合物3.2%(19例)、 5%

硫酸镍 2.7%(16例)、 0.5%对苯二胺 2.7%(16 例)、 3%卡巴混合物 2.5%(15例)。接触变应原分布与性别 、 年龄 、

季节 、 发病年代等因素无关。说明慢性湿疹病人接触性变应原斑贴阳性率较高 , 外源性接触性变应原可能是慢性湿疹

的重要致病因素。

关键词:慢性湿疹;斑贴试验;变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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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result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atch testing in 589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eczema

ZHAO Li-ping , WANG Li-li , HONG Yu-xiao , WANG Zhi-min , CHEN Hong-duo , GAO Xing-hua＊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 No 1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01 , China)

Abstract:To evaluate the result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atch testing in chronic eczema , 589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eczema were patch tested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It was found that 45.7%(269/589)patients with chronic eczema had positive reac-

tions to the 20 allergens tested.Among them , positive rates were 20% colophony 5.9%(35/ 589), 1%formaldehyde 5.3% (31/

589), 1%ethenyldiamine 4.2%(25/589), 30%lanonol 4.1 % (24/ 589), 5% benzocain 3.6% (21/589), 8% fragrance 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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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589) , 5%nickel sulfate 2.7% (16/ 589), 0.5%paraphenylenediamine 2.7% (16/ 589) and 3% carba mix 2.5%

(15/589).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contact allergens and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 age , season or onset era.It

indicated that the positive rate of contact allergens is high.Contact allergens may take part in the pathogensis of chronic eczema.

Key words:Chronic eczema;Patch testing;Allergen

　　接触性变应原可能诱发或加重慢性湿疹病情。 为探讨接

触性变应原在本地区慢性湿疹中的致病程度 , 我们回顾性分

析了 1986年至 2004 年间我科门诊的 589 例慢性湿疹病人斑贴

试验的结果 ,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589例患者中男 175 例 、 女 414 例 , 年龄 9 ～ 81 岁 , 平均

39 岁。所有就诊患者均表现为明显的苔藓样变皮损 , 病史中

有急性湿疹病史或反复急性发作史。

1.2　斑贴试验方法

采用仿欧洲标准筛选系列抗原检测试剂盒 , 铝制斑试器

Finnchamber。严格按说明书操作。无急性期病情发作的患者 ,

每例均以标准方法将受试抗原贴在背部脊柱两侧无皮损皮肤

或距皮损至少 5cm 以上处 , 48 h (小部分患者>48 h)揭去 ,

判断结果。斑贴试验期间局部忌潮湿 、 水洗 , 由专人操作和

判读结果。

1.3　斑贴试验结果判定

按照国际接触性皮炎研究组 (ICDRG)的标准判读结果。

阴性:无反应或有轻度潮红斑 , 在揭掉斑贴物 20～ 30 min 后

即消退;阳性:有红斑 、 浸润 , 可有小丘或小水疱或大疱。

1.4　统计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获得数据资料。 试验结果比较用 χ2

检验 , 取α=0.05。

2　结果

2.1　病人斑贴试验结果阴性者320例 , 阳性 269 例 (45.7%)。

总阳性率较高且居于前 9位的接触性变应原分别为:20%松香

5.9%(35 例)、 1%甲醛 5.3%(31例)、 1%次乙基二胺 4.2%

(25例)、 30%羊毛醇 4.1% (24 例)、 5%苯唑卡因 3.6% (21

例)、 8%芳香混合物 3.2% (19 例)、 5%硫酸镍 2.7% (16

例)、 0.5%对苯二胺 2.7% (16 例)、 3%卡巴混合物 2.5%

(15例)。对总斑贴阳性率最高的前 9 种斑贴物的斑贴结果比

较 , 男性和女性总斑贴阳性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χ2=

0.504 , P=0.478);接触变应原总体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7.330 , P=0.603)。见表 1。

2.2　将慢性湿疹病人分为不同的年龄组:青少年组 (9 ～ 25

岁)、 壮年组 (26～ 45 岁)、 中老年组 (46～ 80 岁)。在不同年

龄组间及不同年龄组与总斑贴阳性率间 , 比较总斑贴阳性率

较高的前 9种斑贴物的斑贴阳性率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壮年组与接触变应原总体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2.702 , P=0.975), 见表 1。因青少年组及中老年组各接触

变应原阳性例次较少 , 故未统计。

2.3　各季节组的斑贴阳性率间及与总斑贴阳性率比较 ,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χ2=17.637 , P =0.915;χ2 =17.627 , P =

0.996), 见表 2。

2.4　合并1986～ 1995年为年代 1 组 , 1996 ～ 2004 年为年代 2

组。比较二组间居前 9 位的斑贴阳性率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8.825 , P=0.454)。见表 2。

表 1　慢性湿疹病人不同性别及不同年龄组斑贴

试验 (PT)抗原阳性率的比较 例次 (%)

斑试抗原 总 PT(+) 男性 女性 青少年组 壮年组 中老年组

阴性 320(54.3) 99(56.6) 221(53.4) 25(56.8) 230(53.2) 65(57.5)

8%芳香混合物 19 (3.2) 6 (3.4) 13 (3.1) 0　 　 19 (4.4) 0　 　

1%氯化钴 8 (1.4) 0　 　 8 (1.9) 0　 　 5 (1.2) 3 (2.7)

25%秘鲁香油 6 (1.0) 2 (1.1) 4 (1.0) 1 (2.3) 4 (0.9) 1 (0.9)

0.1%硫柳汞 11 (1.9) 5 (2.9) 6 (1.4) 1 (2.3) 9 (2.1) 1 (0.9)

1%甲醛 31 (5.3) 8 (4.6) 23 (5.6) 0　 　 27 (6.3) 4 (3.5)

5%硫酸镍 16 (2.7) 5 (2.9) 11 (2.7) 1 (2.3) 14 (3.2) 1 (0.9)

0.5%对苯二胺 16 (2.7) 2 (1.1) 14 (3.4) 2 (4.5) 12 (2.8) 2 (1.8)

30%羊毛醇 24 (4.1) 10 (5.7) 14 (3.4) 5(11.4) 16 (3.7) 3 (2.7)

0.6%黑橡胶混合物 3 (0.5) 2 (1.1) 1 (0.2) 0　 　 1 (0.2) 2 (1.8)

5%苯唑卡因 21 (3.6) 7 (4.0) 14 (3.4) 0　 　 16 (3.7) 5 (4.4)

20%硫酸新霉素 8 (1.4) 4 (2.3) 4 (1.0) 1 (2.3) 5 (1.2) 2 (1.8)

1%环氧树脂 11 (1.9) 3 (1.7) 8 (1.9) 1 (2.3) 8 (1.9) 2 (1.8)

20%松香 35 (5.9) 8 (4.6) 27 (6.5) 2 (4.5) 28 (6.5) 5 (4.4)

12%对羟基苯
甲酸酯混合物

6 (1.0) 2 (1.1) 4 (1.0) 1 (2.3) 4 (0.9) 1 (0.9)

3%卡巴混合物 15 (2.5) 2 (1.1) 13 (3.1) 0　 　 13 (3.0) 2 (1.8)

1%次乙基二胺 25 (4.2) 8 (4.6) 17 (4.1) 2 (4.5) 13 (3.0) 10 (8.8)

0.5%秋兰树混合物 3 (0.5) 1 (0.6) 2 (0.5) 0　 　 3 (0.7) 0　 　

甲醇 2 (0.3) 1 (0.6) 1 (0.2) 1 (2.3) 1 (0.2) 0　 　

2%巯基混合物 9 (1.5) 0　 　 9 (2.2) 1 (2.3) 4 (0.9) 4 (3.5)

总计 589　 　 175　 　 414　 　 44　 　 432　 　 113　 　

3　讨论

多项研究结果显示 , 在不同地区湿疹患者中接触性变应

原的斑贴阳性率及接触性变应原分布有差异。刘春玲[ 1]报道

了北京地区 254 例湿疹及 28 例特应性皮炎斑贴阳性率分别为

79.92%及64.29%, 阳性率较高的接触变应原为硫酸镍 、 重铬

酸钾 、 卡巴混合物 、 芳香混合物。刘玲玲[ 2] 报道使用自制的

斑贴试验标准抗原系列检测北京地区 257例湿疹病人 , 总斑贴

阳性率为 61%, 阳性率较高的接触变应原包括对苯二胺 、 硫

酸镍 、 白降汞 、 橡胶混合物 Ⅱ 、 香料 Ⅰ 、 香料 Ⅱ 。陆东庆[ 3]

报道广东地区 100 例湿疹/皮炎患者斑贴阳性率为 54.0%, 阳

性率较高的接触变应原依次为硫酸镍 、 硫柳汞 、 重铬酸钾 、

芳香混合物 、 对苯二胺。曾有学者采用仿欧洲标准筛选抗原

检测了沈阳地区 85 例湿疹病人斑贴试验阳性率为 32.9%, 阳

性率较高的变应原为芳香混合物 、 重 铬酸 钾 、 氯化钴 、 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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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慢性湿疹病人不同季节及不同年代斑贴试验 (PT)抗原阳性率的比较 例次 (%)

接触性变应原 总 PT (+)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年龄 1组 年龄 2组

阴性 320(54.3) 88(56.4) 72(53.3) 79(51.0) 81(56.6) 163(52.2) 157(56.7)

8%芳香混合物 19 (3.2) 7(4.5) 7 (5.2) 4 (2.6) 1(0.7) 13 (4.2) 6 (2.2)

1%氯化钴 8 (1.4) 1(0.6) 3 (2.2) 2 (1.3) 2(1.4) 2 (0.6) 6 (2.2)

25%秘鲁香油 6 (1.0) 3(1.9) 1 (0.7) 0　 　 2(1.4) 2 (0.6) 4 (1.4)

0.1%硫柳汞 11 (1.9) 3(1.9) 1 (0.7) 4 (2.6) 3(2.1) 7 (2.2) 4 (1.4)

1%甲醛 31 (5.3) 8(5.1) 6 (4.4) 10 (6.5) 7(4.9) 15 (4.8) 16 (5.8)

5%硫酸镍 16 (2.7) 2(1.3) 4 (3.0) 6 (3.9) 4(2.8) 9 (2.9) 7 (2.5)

0.5%对苯二胺 16 (2.7) 3(1.9) 3 (2.2) 4 (2.6) 6(4.2) 7 (2.2) 9 (3.2)

30%羊毛醇 24 (4.1) 9(5.8) 3 (2.2) 6 (3.9) 6(4.2) 12 (3.8) 12 (4.3)

0.6%黑橡胶混合物 3 (0.5) 2(1.3) 0　 　 1 (0.6) 0　 　 2 (0.6) 1 (0.4)

5%苯唑卡因 21 (3.6) 6(3.8) 6 (4.4) 6 (3.9) 3(2.1) 7 (2.2) 14 (5.1)

20%硫酸新霉素 8 (1.4) 1(0.6) 3 (2.2) 2 (1.3) 2(1.4) 6 (1.9) 2 (0.7)

1%环氧树脂 11 (1.9) 4(2.6) 1 (0.7) 3 (1.9) 3(2.1) 10 (3.2) 1 (0.4)

20%松香 35 (5.9) 7(4.5) 9 (6.7) 10 (6.5) 9(6.3) 22 (7.1) 13 (4.7)

12%对羟基苯甲酸酯混合物 6 (1.0) 0　 　 2 (1.5) 2 (1.3) 2(1.4) 4 (1.3) 2 (0.7)

3%卡巴混合物 15 (2.5) 3(1.9) 3 (2.2) 6 (3.9) 3(2.1) 10 (3.2) 5 (1.8)

1%次乙基二胺 25 (4.2) 4(2.6) 7 (5.2) 8 (5.2) 6(4.2) 13 (4.2) 12 (4.3)

0.5%秋兰树混合物 3 (0.5) 0　 　 1 (0.7) 1 (0.6) 1(0.7) 3 (1.0) 0　 　

甲醇 2 (0.3) 2(1.3) 0　 　 0　 　 0　 　 2 (0.6) 0　 　

2%巯基混合物 9 (1.5) 3(1.9) 3 (2.2) 1 (0.6) 2(1.4) 3 (1.0) 6 (2.2)

总计 589　 　 156　 　 135　 　 155　 　 143　 　 312　 　 277　 　

镍 、 次乙基二胺 、 对苯二胺 、 苯唑卡因。本研究显示沈阳地

区 589例慢性湿疹病人接触变应原斑贴试验的反应阳性率为

45.7%。阳性率较高的接触变应原依次为 20%松香 、 1%甲醛 、

1%次乙基二胺 、 30%羊毛醇 、 5%苯唑卡因 、 8%芳香混合物 、

5%硫酸镍 、 0.5%对苯二胺 、 3%卡巴混合物。斑贴阳性率及

接触变应原分布存在差异可能有以下原因:(1)病例的选择

标准差异 , 本研究对象明确诊断为慢性湿疹 , 而其他研究包

括各种湿疹;病人处于不同病期 , 机体的敏感性不同 , 斑贴

结果亦可能不同。 (2)不同病人与环境中接触变应原的机会

及接触部位的差异有关;此外 , 致敏者存在多发过敏或交叉

过敏 , 增加了新致敏变应原致敏的可能性。同时多种变应原

经常同时存在 , 如镍 、 钴 、 铬等[ 5] 也使斑贴阳性率增高。 (3)

行斑贴检查所用的试剂 、 操作方法等可能有差异。 (4)卫生

宣教情况。(5)地理位置及气候的差异等。

慢性湿疹斑贴阳性率较高的接触性变应原为 20%松香 、

甲醛 、 1%次乙基二胺 、 30%羊毛醇 、 5%苯唑卡因 、 芳香混合

物 、 5%硫酸镍 、 0.5%对苯二胺 、 3%卡巴混合物 , 这些物质

主要存在于清洁剂 、 染发剂 、 化妆品 、 洗浴添加剂 、 除臭剂 、

装饰品 、 调味品 、 纺织品 、 建筑装修材料及某些药品中[ 5] 。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 人们接触含

有金属镍 、 铬 、 汞的金属制品 , 含各种香料 、 甲醛 、 羊毛醇

的化妆品及家庭用品 , 含对苯二胺的染色织物 , 含甲醛的纺

织品 、 建筑材料 , 含卡巴混合物及次乙基二铵的橡胶产品 、

杀虫剂 、 乙烯树脂以及富含氯化钴的镀金材料等的机会增高

而容易被致敏。某些所谓的 “不含香料” 产品实际上含有香

料化合物。摄入某些香料和食物可能与慢性湿疹发病或病情

加重有关。金属镍过敏很常见 , 硫酸镍多存在于含镍的金属

饰物和硬币中 , 是引发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的首要原因。此外 ,

镍也以杂质的形式存在于非金属制品中 , 如水泥 、 化妆品

(油彩)、 化肥等[ 5] 。食物和水中也含有镍 , 经常食入含镍的

食物及水可能是慢性湿疹反复发作的重要诱因 , 但接触镍诱

发慢性湿疹的确切机制尚不明确。因此 , 在生活及工作中应

减少接触变应原的机会 , 尤其有湿疹病史的病人。从本研究

中可见 , 门诊就诊行斑贴检查的慢性湿疹病人中女性患者远

高于男性患者 , 接触变应原斑贴阳性率较高的松香 、 羊毛醇

及芳香混合物多见于女性常用的各种化妆品 、 日用品中 , 这

可能是部分女性好发慢性湿疹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显示慢性

湿疹接触变应原分布与性别 、 年龄 、 季节 、 年代无关 , 提示

内因在慢性湿疹发病中也有重要作用 。

总之 , 用标准抗原系列进行斑贴试验是确定慢性湿疹患

者外源性变应原的一项重要临床检测手段。具有无创性 、 简

便易行 、 可操作性强 、 患者易于接受等特点 , 对于慢性湿疹

患者 , 有选择地进行开放性斑贴试验检测 , 是很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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