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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讲堂 /

儿童过敏性疾病缘何有增无减
! ! !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患过敏性疾病的人
数逐年增加，我国儿科哮喘协作组在!"#$年
至%""&年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岁儿童哮
喘患病率为&)%%*'+,&-*；但到+&&&年全国儿
科哮喘协作组再次抽样调查，结果为&,+.*/

0,12*，患病率的上升幅度令人担忧。
同样，过敏性鼻炎也是一个全球性健康

问题，其全球发病率达%&*3+.*，并且发病人
数仍在增加。

哪些因素在作祟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

素的影响，但近年来患过敏性疾病人数增加，
可能与下述因素有关：

%!由于生活居住条件的改善，家中的过敏
物质也在增加。

! 家庭空调的普遍使用，导致居室封
闭，并经常处于恒温和恒湿状态，尘螨极易大
量繁殖。

! 有些家庭豢养狗、猫、鸽等各种宠物，
导致室内过敏物质浓度增加，是诱发常年性
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主要过敏物质。

! 室外过敏物质，主要为各种花粉。随
着环境绿化的改善，春秋花季，空气中飘浮的
花粉类过敏物质明显增加，导致眼红、眼痒、鼻
痒、流涕及哮喘发作，是季节性过敏性哮喘、过
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眼结膜炎的主要因素。

此外，婴儿期母乳喂养减少，牛奶、鸡蛋
的大量摄入，容易出现特应性皮炎（俗称婴儿
湿疹），并使病情加重及持续时间延长。

+! 随着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
广泛使用抗生素，细菌感染的机会明显减少，
而细菌和寄生虫感染的减少，会增加儿童过
敏性疾病的发生。

2!母亲怀孕期间吸烟或被动吸烟，以及环
境过敏物质过多，娩出的婴儿容易患过敏性
疾病。

0, 长期处于空气污染的环境中也容易触

发呼吸道过敏的形成，主要是机动车废气和大
气污染成分（臭氧、氧化氮、二氧化硫）的城市
型污染，与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病情加重有关。

疾病表现有线索
%! 气媒性过敏物质，飘浮在空气中的尘

螨、花粉等过敏物质，常引起过敏性哮喘、过
敏性鼻炎，由于二者同属呼吸系统，因而可以
同时出现过敏表现，但更多的是先后出现。

过敏性鼻炎表现为流涕、鼻塞、鼻痒、喷
嚏，症状可以间歇，也可以呈持续状态。哮喘
主要表现为咳嗽、胸闷、喘息发作，多在夜间
和清晨发作。部分过敏程度较轻的患儿，仅表
现长期或反复咳嗽，无哮喘发作，称为咳嗽变
异性哮喘。

+! 过敏性眼结膜炎往往与季节性过敏性
鼻炎伴发，多出现在花粉较多的春秋花季，导
致眼红、眼痒、流泪及异物感。

2, 特应性皮炎多见于婴儿期，是一种慢

性、复发性的湿疹性皮疹，伴瘙痒，皮疹主要
发生在面颊、额部及头皮，个别可发展至躯
干、四肢，常见的皮疹有渗出型、干燥型和脂
溢型。

如何防治过敏
王立波教授指出，及早明确过敏状态，并

采取相应的措施，是早期预防过敏的有效方法。
%!出生后%到+年是防止过敏的关键时期
现已证实，患儿对某种物质形成过敏，除

了遗传因素外，还与胎儿时期及出生后%到+

年反复接触某种低浓度的过敏原有关。因此，
若能在儿童出生后%到+年尽量减少环境中各
种过敏原的浓度，即能防止或减少儿童过敏
的形成。若已形成过敏，尽量不再接触过敏
原，也可减少或终止过敏性疾病发作。

+,脱敏疗法
通过特定的方法，给机体反复注射某种

过敏物质，使机体对该物质产生耐受性，达到

治疗目的。像无法完全避免过敏原（如尘螨、
花粉）的患儿，可以采用该法治疗，且疗效明
确，副作用较少，但治疗时间较长（2'0年）。现
已有口含或国外进口的长效脱敏制剂，可简
化治疗过程。.岁以上能检查出过敏原的哮喘
患儿，均可使用脱敏疗法。医生会根据患儿病
情单独使用或与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使用。

2!局部糖皮质激素治疗
这是目前最有效、最经济的治疗方法，应

用甚广，长期小剂量使用可以控制过敏性疾
病的发作，保持长期缓解状态，对机体的不良
反应较轻。

如何增强儿童机体抵抗力
小儿免疫功能随着年龄增大，逐渐增强，

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过程，家长们要
知道，抵抗力不是一天两天练成的，自从孩子
出生后就应该关注这一问题：

%!自身免疫系统的发育程度：营养需要均
衡，不能偏食；同时也应该知道呼吸道感染也
是促进机体免疫的途径，不能有一点感染就
给予很多药物治疗，一些医生总是用激素（如
地塞米松）退热，久而久之会减缓孩子免疫功
能的发育；还有孩子肠道内的有益细菌对机
体免疫系统的发育起了一个很好的刺激作
用，大量反复使用抗生素，会减少这种益生菌
对免疫的刺激作用。

+!呼吸道对环境温度的适应能力：有很多
孩子一碰到气温多变的季节就容易呼吸道感
染，因为气温骤变会削弱呼吸道的防御功能，
为此孩子成长阶段需要一些适应气温变化的
训练，如适度接收冷空气、冷水洗脸、少穿衣
服、游泳等，通过逐步适应来提高呼吸道的适
应力，但也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反而会出现不
适应而出现呼吸道感染。有规律的生活习惯
也非常重要，不规则的生活规律，如晚睡、剧
烈运动可能会导致短时间抵抗力降低而出现
反复呼吸道感染。 本报记者 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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