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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价尘螨变应原舌下含服脱敏治疗对伴尘螨致敏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疗效'方法
!

将
(/

例伴有尘螨变应

原皮肤点刺阳性的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分为脱敏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两组均给予口服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并逐渐减量%脱敏

治疗组同时接受舌下含服脱敏治疗!在治疗开始前及治疗后的第
)

$

$1

个月评价所有患者荨麻疹疾病严重程度"

fBU

&和当月盐酸

左西替利嗪片的总服用量'结果
!

脱敏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在治疗后第
)

$

$1

个月时的
fBU

均显著低于治疗前指标评分"

!

$

%&%$

&!且脱敏治疗组治疗在第
)

$

$1

个月时的左西替利嗪片月平均服用量均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

!

$

%&%5

&'结论
!

舌下含服

脱敏治疗联合抗组胺药治疗可有效改善伴尘螨致敏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的症状并减少抗组胺药的服用量'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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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麻疹%投药!舌下%脱敏疗法%尘螨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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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荨麻疹病因复杂#常常与许多疾病或致病因子共同出

现#但常难于最终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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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荨麻疹出现针对

尘螨皮肤点刺和$或&血清
C

>

T

阳性反应'

'.5

(

)已有的临床和基

础研究提示#尘螨致敏可能与部分自发性荨麻疹的发病相

关'

'.$%

(

)为探讨尘螨舌下含服脱敏治疗对这部分荨麻疹的疗

效#本研究对
(/

例伴尘螨致敏的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进行

在口服抗组胺药基础上舌下含服脱敏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床

疗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1%$'

年
'

月至
1%$5

年
$1

月在本科室确诊

的
(/

例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1

$

)%

岁%病程
)

个月至
$%

年)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诊断标

准参照国外文献'

'

(

#即风团间歇性或持续性发作$风团在
109

内可消退&*病程持续时间
)

周以上者#排除可诱导型荨麻疹)

纳入标准!$

$

&临床上诊断为慢性自发性荨麻疹%$

1

&尘螨变应

原皮肤点刺试验阳性且级别大于
cc

&%$

'

&荨麻疹疾病活动程

度评分$

fBU

&

&

'

分%$

0

&自愿参加临床试验研究#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且能够按临床研究执行的患者)排除标准!$

$

&单发

的可诱导性荨麻疹*遗传血管性水肿或由其他明确原因$如药

物*感染等&引起的荨麻疹%$

1

&伴有血液系统肿瘤*自身免疫性

疾病和接受系统糖皮质激素治疗者%$

'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

?&@

!

皮肤点刺试验
!

所有患者检测前均停用抗组胺药
'!

)

研究所用的变应原检测试剂购自北京协医诊断试剂厂#包括吸

入变应原和食入变应原)由同一位医生对患者判断结果)结

果判定标准参照文献'

$$

()

?&A

!

治疗方案
!

患者经病史评估和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后#

采取计算机随机分组方法分为脱敏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分别

为
05

例和
5'

例&)脱敏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均给予口服盐酸

左西替利嗪片$商品名!迪皿1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每片
5

6

>

&

56

>

"

!

#若症状能够得到完全控制$无瘙痒和风团&#

$

个

月后尝试将药物调整为隔日
56

>

%调整剂量后#如果症状不能

控制#则恢复每日
56

>

%如果可以完全控制症状#在第
'

个月

尝试隔
1

日
56

>

%依次类推)常规治疗组仅给予口服盐酸左

西替利嗪片#脱敏治疗组在口服药物的基础上#同时给予尘螨

变应原脱敏治疗#治疗药物选用浙江我武公司尘螨舌下脱敏制

剂#按照药品标准剂量进行起始治疗和维持治疗#并根据患者

的上一次耐受情况调整剂量#疗程
$1

个月)

?&B

!

观察方法和疗效判断标准
!

在治疗开始时*治疗后第
)

个月和治疗后第
$1

个月分别评价患者荨麻疹疾病严重程度

$

fBU

&#并统计迪皿1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

&

fBU

评分标

准!包含瘙痒症状和风团数量的评价)瘙痒程度和风团数量均

按照
0

级评分法#参见文献'

1.'

()

fBU

改善程度
h

$治疗前

fBU

评分
X

治疗后
fBU

评分&"治疗前
fBU

评分
]$%%W

)

$

1

&抗组胺药物总量!在治疗后第
)

个月和治疗第
$1

个月时分

别统计患者当月盐酸左西替利嗪片的平均服用量#用药总量以

片计算)

?&C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输入
U?UU$'&%

统计软件#包括

治疗前后
fBU

*左西替利嗪片的月平均服用量)计量资料以

Nb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组内比较$治疗前

后&采用配对
:

检验#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5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合川区科委课题资助$

1%$0%$0

&)

!

作者简介$唐政$

$(-'X

&#副主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变态反应性皮肤病研究)



@

!

结
!!

果

@&?

!

治疗前后
fBU

改善情况
!

如表
$

所示#脱敏治疗组在治

疗前和治疗后第
)

*

$1

个月时的
fBU

分别为
0&1/b%&)1

*

%&'/b%&51

*

%&'(b%&01

%常规治疗组分别为
0&'1b%&-5

*

%&/-b%&5'

*

%&)5b%&)$

)两组治疗后第
)

个月和
$1

个月的

fBU

均显著低于该组治疗前水平$

!

$

%&%$

&)治疗
)

个月后#

脱敏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的
fBU

改善程度分别为
)5W

和

'1W

%治疗
$1

个月后分别为
/5W

和
0)W

#治疗后不同时段的

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

&)

@&@

!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的服用总量
!

经统计学分析#无论是

治疗后第
)

个月还是第
$1

个月#脱敏治疗组抗组胺药物月平

均需量均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

!

$

%&%5

&#见表
$

)

@&A

!

不良反应情况
!

绝大多数患者耐受性良好)脱敏治疗组

1

例在进入维持剂量时曾出现口腔轻度刺痒感#未做处理后自

行消失)

表
$

!!

常规治疗组和脱敏治疗组不同时间段
fBU

和

!!!

左西替利嗪片月平均服用量(

NbD

)

组别
fBU

迪皿1左西替利嗪片的

月平均服用量$片&

常规治疗组$

'h5'

&

!

治疗前
0&'1b%&-5 X

!

治疗第
)

个月
%&/-b%&5'

L

11&5/b0&)0

!

治疗第
$1

个月
%&)5b%&)$

L

(&5/b)&0(

脱敏治疗组$

'h05

&

!

治疗前
0&1/b%&)1 X

!

治疗第
)

个月
%&'/b%&51

L

$)&$-b1&/)

P

!

治疗第
$1

个月
%&'(b%&01

L

$&$-b$&5(

P

!!

X

表示无数据)

L

!

!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

!

!

$

%&%$

#与同

时段常规治疗组比较)

A

!

讨
!!

论

!!

慢性荨麻疹是皮肤科门诊常见病之一#病因复杂#常与许

多疾病或致病因子共同出现#但常难于最终证实其关系#所以

在国外多称之为慢性特发性荨麻疹 '

1

#

5.)

(

)

虽然尘螨在慢性荨麻疹发病的作用有一定争议#但临床上

确有部分伴有尘螨致敏的患者可提供接触尘螨变应原诱发或

加重荨麻疹的病史#这些患者体内不但检测到不同程度的阳性

皮肤点刺试验和$或&血清尘螨特异性
C

>

T

'

'.0

#

$$.$1

(

#而且多伴有

其他特应性疾病#比如过敏性鼻炎和哮喘'

'./

(

)其临床症状和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程度也与特发性不同)

特异性免疫治疗$

+

G

EJ#K#J#66O,"F9EDL

GM

#

UC;

&又称脱敏

治疗或减敏治疗#是
C

>

T

介导的
#

型变态反应性疾病唯一对因

治疗)

UC;

被认为是唯一可以改变变应性疾病自然病程的治

疗方法)特异性免疫治疗对慢性荨麻疹的治疗价值一直存在

争议#可能与不同学者在病例选择*使用的变应原种类及疗程

上各不相同及报道的有效率差别较大有关)近年来#国内外的

部分临床研究证实#这部分患者接受脱敏治疗后可显著降低疾

病的严重程度和改善患者的皮肤病生活治疗评分'

0

#

-./

#

$$

(

)由

于
UC;

治疗起效较慢且疗程较长#在治疗过程中#应联合环境

变应原控制和对症药物使用)

本研究显示#常规治疗组和脱敏治疗组在治疗后第
)

个月

和第
$1

个月的
fBU

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

明口服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但在

fBU

的改善程度上#脱敏治疗组无论是第
)

个月还是第
$1

个

月时均较常规治疗组改善明显)同时#由于
U8C;

起效慢#作

者在起始脱敏治疗期间应给予口服抗组胺药物治疗#以提高患

者的依从性#并观察
U8C;

对减少对症药物的作用)结果显

示#脱敏治疗组在治疗后两个时段的月平均服药量较常规治疗

组显著减少#能完全停用抗组胺药物的比例也较高#提示尘螨

舌下含服脱敏治疗不但可改善慢性荨麻疹患者的临床症状#而

且可以减少其抗组胺药的服用量#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值得扩大临床研究以进一步验证其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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