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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地区儿童暴露于农村生活环境
对过敏性哮喘的影响

吴静 胡东 朱钰 张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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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研究暴露于农村生活环境对预防儿童哮喘及致敏的保护作用。方法 向2986

名在校儿童父母发放哮喘标准调查表，采用放射性变应原荧光酶免疫吸附实验(RAST．FEIA)检测儿

童血清中特异性IgE(sIgE)含量。结果 与在城镇生活的儿童相比，暴露于农村生活环境儿童的过敏

性哮喘与非过敏性哮喘、过敏性哮鸣及特应性哮鸣危险度显著性降低(0R=0．45，95％凹：O．13～

0．96；oR=0．41，95％CI：0．15～0 95；0R=0．32，95％C』：O．11～0．62；o尺=0．44，95％Cf：0．13～

0．91)。1周岁内暴露与农村生活环境的儿童过敏性哮喘及特应性致敏危险度较低(0尺=0．23，

95％CJ：0．04～0．91；0R=0．32，95％cf：0．17～0．78)；若暴露持续至6周岁，过敏性哮喘及特应性

致敏危险度更低(0R=0．21，95％C，：O．03～O_87；oR=0．31，95％cJ：O．15～0．78)。结论 暴露于

农村环境对预防儿童过敏性哮喘及致敏的发生可能有保护作用，持续的暴露能加强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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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ish the evidence of exposure to fura【areas would reduce the^sk of

atopic asthma and sensitization．IⅥ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2986 schoOl—age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completed standardized questionnaires on atopic asthma and sensitization，

wheezing．A radioallergosorbent technlque—fluorescence enzvme immunoassay(RAST—FEIA)wa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specific IgE in serum． ResuItS The risks of atopic and non．atopic asthma(oR=

0，45，95％C，：0．13。O，96 and oR二O．4】，95％CJ：0．15．O，95)，atopic sensitization and wheezing(o尺=

0 32，95％a：0．11—0．62；0R=0 44，95％a：0．13一O．91)were Iower in subiects living in v№ge area

compared with those living in towns． The“sks of atopic asthma and sensitization were lower in subiects

exposed to stableS in first year(oR=0．23，95％Cf：0．04—0．91 and oR=0．32，95％C工：0．17一O．78)and

were loweSt in those exposed continually until the age of 6(0R=0．21，95％C工：0．03—0．87 and oR=

O．3 l，95％CJ：0．1 5一O．78)compared with those non—exposed in the first 6 years．Conclusion Exposure to

rural environment might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on chikiren against atopic asthma and sens；t】oation while

∞11tinuaI exposure couki strengthen th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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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生活及与家畜接触能明显防止个人过敏性

哮喘及致敏的产生，“卫生假设”认为此效应可能与

频繁的细菌或细菌成分暴露有关¨j。生命早期是人

体免疫系统成熟的重要时期，对过敏症或免疫耐受

的形成极为关键，此时内毒素或其他微生物成分诱

导机体形成Thl型免疫优势，从而抑制以Th2型免

作者单位：232001淮南，安徽理工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及免

疫学教研室(吴静、胡东、张荣波)；淮南新华医疗集团新华医院检验

中心(朱钰)

通讯作者：张荣波，Email：10ry41@126．c。m

疫为主的特应性疾病的产生瞳3，而农村生活为频繁

的微生物成分接触提供了机会。因此，本调查旨在

明确农村生活对儿童过敏性哮喘及致敏的保护作

用，及生命早期的持续暴露对此作用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1．对象：2004—2005年向安徽省安庆、淮南地

区2986名小学生发放哮喘标准调查问卷，包括国际

儿童哮喘与过敏性研究(ISAAC)核心问题㈦，进行

横断面调查，收回有效问卷2576份(86．3％，2576／

2986)。在取得学生父母、所在学校及本人同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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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儿童血液样本，最终获得完整资料为904人。

2．方法：参照文献[3]方法，使用CAP酶免疫荧

光检测仪及sIgE检测试剂盒(Pharmacia Diagnostic

AB，Uppsala，Sweden)，进行儿童血清sIgE的半定

量检测，检测标准：0．35、0．70、3．5 Ku／L，若sIgE≤

0．35 KU／L，为阴性；若0．35 Ku／L<sIgE<

O．70 KU／L，为I级致敏；0．70 KU／L≤sIgE≤

3．5 Ku／L，为Ⅱ级致敏；sIgE>3．5 KU／L，为Ⅲ级

致敏。依据医生诊断、症状、检测及调查表将儿童分

为：过敏性哮喘、过敏性哮鸣、特应性致敏及非过敏

性哮喘等。具体为：若儿童父母的报告有医生诊断

或反复性的哮喘症状或梗阻性强直性支气管炎，则

归类为哮喘儿童；若在最近12个月内至少有一次哮

鸣发作，归类为哮鸣儿童；若至少有一种sIgE≥

3．5 KU／L，归类为特应性致敏儿童；若有哮喘且至

少有一种sIgE≥0．35 KU『L，归类为过敏性哮喘；若

有哮鸣且至少有一种sIgE≥0．35 Ku／L，归类为过

敏性哮鸣；若仅有哮喘，而所有sIgE≤0．35 KU／L，

归类为非过敏性哮喘。依据生活情况将儿童分为：

农村儿童(农村出生，现住农村)、农村一城镇儿童(出

生农村，后转居城镇生活)、城镇一农村儿童(出生城

镇，后转居农村生活)、城镇儿童(出生城镇，现住城

镇)。依据不同时期、不同暴露水平将儿童分为：l

周高暴露(在l周岁内高水平暴露于牲畜棚，即≥

15 min／d)、1周低暴露(在1周岁内低水平暴露，

即<15 min／d)、6周高暴露(6周岁内持续高水平暴

露)、1周高与2—6周低暴露(1周岁内高水平暴露，

2～6周岁内低水平暴露)、1周低与2—6周高暴露

(1周岁内低水平暴露，2～6周岁内高水平暴露)、6

周低暴露(6周岁内持续低水平暴露)、6周未暴露(6

周岁内无暴露)。

3．统计学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变量

对各过敏症的影响，调整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地

区、父母文化程度、父母特应性等，采用SPSS 12．0

软件分析，计算。尺值及95％Cj，P<0．05具有统

计学意义。

结 果

1．调查对象概况：收回有效问卷2576份

(86．3％，2576／2986)，最终获得完整资料为904人

(包括取得血液样本)。安庆地区470人(52．0％)，

淮南地区434人(48．0％)，男生占55．3％，8岁儿童

占52。4％，12岁儿童占47．6％，父母教育程度不低

于初中三年级占41．9％，出生后居室未变者占

55．5％，父母有过敏史者占30．0％。

2．暴露于农村与城镇生活环境对儿童哮喘、过

敏性疾病的影响：I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出生于农

村且现住农村的生活环境对儿童的特应性致敏、哮

喘、哮鸣及非特应性哮喘皆有显著影响，其oR值

均<1，提示其保护作用；而出生于农村后转入城镇

的生活环境仅对特应性致敏有显著影响(表1)。另

外，在调整因素中，仅有父母特应性对儿童的过敏性

哮喘有显著影响，oR=2．78，95％C工：1．21～7．63，

提示为危险因素。

3．牲畜棚内不同暴露时期和水平对儿童过敏性

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的影响：1周高暴露及6周高暴

露对儿童特应性致敏及过敏性哮喘有显著影响，提

示其保护作用(表2)。另外，在调整因素中，仅有父

母特应性对儿童的过敏性哮喘有显著影响，oR=

2．56，95％CJ：1．05～8．29，提示为危险因素。

讨 论

1992年Romagnan∥发现细菌和病毒感染可诱

导辅助性T细胞(Th0)向Thl亚群分化，抑制其向

Th2亚群分化，从而奠定了“卫生学说”的重要免疫

学基础。农村生活环境可提供儿童接触微生物及其

成分的机会，可诱导机体的免疫平衡调节，从而预防

过敏性哮喘的形成。生命早期是机体免疫状态形成

的重要时期，Th2型免疫优势易形成过敏症，若在微

生物及其成分的免疫调节下，可上调Thl型免疫。

本研究显示出生于农村儿童(农村与转居儿童)

的特应性致敏危险度显著降低；提示早期暴露于农

表1 安徽省农村与城镇不同生活环境暴露对儿童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的影响

注：共分析896人，另有8人出生于城镇现住农村；。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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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牲畜棚内不同暴露时期和水平对儿童过敏性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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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与此分析总人数为701人；4P<(J 05

村生活环境对预防特应性致敏具有保护作用。另

外，农村儿童的特应性哮喘、哮鸣危险度亦显著降

低，丽转居儿童未显示，提示长期暴露于农村生活环

境对特应性哮喘、哮鸣的预防作用。暴露于农村生

活环境预防过敏性疾病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目前可解释为暴露于农村生活环境是细菌内毒素及

其他微生物成分暴露情况的一种反映。然而，本研

究还显示长期暴露于农村生活环境对非过敏性哮喘

亦有显著性影响(oR=0．41，95％CJ：0．15～

0．95)，传统的免疫学理论未能对此解释，因此可以

推测农村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因素对非过敏性哮喘的

发生有重要影响，例如活动量的增加和自然环境的

改变等b1。

暴露牲畜棚的时期与水平对儿童过敏性疾病的

发生率亦有影响。1周岁内高水平暴露的儿童具有

较低的特应性致敏(7．5％，9／120)及过敏性哮喘发

生率(1．7％，2／120)，并有显著性影响，而1周岁内

低水平暴露则未有显著性影响，提示生命早期高水

平暴露对预防特应性致敏及过敏性哮喘的重要作

用；若高水平暴露持续至6周岁，则发生率更低

(7．4％，7／95；1．1％，l／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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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学期干Ij创建中国临床试验注册制度联席会议首轮通知

·会讯·

2006年4月48家医学核心和统计源期刊与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联合发起成立“中国临床试验注册

与发表协作网(ChiCTRPC)”并发表《成都宣言》，掀开了建立我国临床试验注册制度最重要的一页。在卫生部支持下，2007年

7月25日，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5个一级注册机构之一。我国临床试验注册制度的建

立具有深远的全球影响和里程碑意义，是医学期刊界朋友与中国循证医学中心紧密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为创建中国临床

试验注册制度、推进我国临床试验透明化、提高我国临床试验质量做出的重大贡献，于2008年5月23—27日在兰州市举行的

“第五届亚太地区循证医学研讨会”期间组织“全国医学期刊创建中国临床试验注册制度联席会议”，将重点讨论扩大

ChicTRPc、医学期刊在创建中国临床试验注册制度中应有的作用、ch·CTRPc如何为各成员期刊协调服务等重要议题，并邀

请wHo全球临床试验注册协作网最高执行官员Davina博士莅临举行专题讲座。

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国医学期刊参加ChiCTRPC和本次大会，并欢迎按相关议题投稿(摘要)，参会者均授予国家级继续教

育学分。请用电子邮件索要本届亚太循证医学大会通知，电子邮件地址：chictr@scu．edu．cn。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与发表协作网、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中国循证医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