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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鼻炎防治中环境控制和健康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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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变态反应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２．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和变态反应／过敏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０；３．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０６；４．同
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兼变态反应／过敏科，上海　２０００６５；５．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耳鼻
咽喉科／过敏中心，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４；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７．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重庆　４０００１６；８．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９．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过敏反应中心，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００；１０．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 耳鼻咽喉科，上海　２０００３１；１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２３；１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１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同仁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北京　１００７３０；１４．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耳鼻咽喉科，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２；１５．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１６．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附属海南医院 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１７．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耳鼻咽喉科，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２２；１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医院 耳鼻咽喉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１９．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耳鼻咽喉
科，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１；２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６；
２１．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３；２２．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科，江
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２３．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３３；２４．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８；２５．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耳鼻咽喉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７；２６．广东省人民
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２７．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湖
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２８．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７；２９．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鼻科，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３０．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科，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２；３１．贵州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３２．贵州省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科，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２；３３．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３４．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３５．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科，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４；
３６．天津市环湖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３７．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上
海　２０００５２；３８．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耳鼻咽喉科／变态反应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１６；３９．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耳
鼻咽喉科，西藏 拉萨　８５００００；４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０３；４１．福建医科大学
省立临床医学院 福建省立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１；４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变
态反应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尽管国内外变应性鼻炎（ＡＲ）诊疗指南均一致认可“防治结合、四位一体”的治疗策略，但是相对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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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原检测、抗过敏药物治疗、过敏原免疫治疗（ＡＩＴ）而言，人们对环境控制和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研究较少、
文献数量也不多。有鉴于此，中国鼻病研究协作组的中青年专家们集体撰写了本共识，以期为临床医生进行环境

控制和健康教育提供指导和帮助，提高ＡＲ防治效果。
关　键　词：变应性鼻炎；过敏原；免疫治疗；环境控制；健康教育；预防
中图分类号：Ｒ７６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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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ｅｎｏｕｇ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ｏｎｔｈｅ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ａｌｌｅｒｇｙｄｒｕ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ｉｓ，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ｅｘｐｅｒ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ｓ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ｒｏｔｅｔｈｉｓ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ｈｅｌｐ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ｒｔｉｓ；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全民
健康是全面小康的基石，而慢性疾病作为影响全民

健康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其中，变应性鼻炎（ａｌ
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以其接近４０％的患病率，已成为
危害人民健康、阻碍全面小康目标实现的六大慢性

疾病之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儿童 ＡＲ患病率相
较成年人更高，这无疑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

响。近年来，我国国土绿化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绿化

面积大幅增加。然而，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即

ＡＲ患者数量的急剧上升。更为严峻的是，公众对
ＡＲ的认知严重不足，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和应对
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环境控制和健康教

育在 ＡＲ防治中的重要性。通过加强环境控制，改
善空气质量，降低过敏原的暴露风险，同时深入开展

健康教育，提高公众对ＡＲ的认识和防范意识，使人
们能够主动采取预防措施，减少疾病的发生。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２２年，修
订版）》［１］及《儿童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２０２２年，修订版）》［２］均对原有内容进行了更新，
并纳入了大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与先前的国内

指南［３４］及国外指南［５９］相一致，这两份指南均强调

ＡＲ治疗应包括“防治结合、四位一体”的策略，涵盖

环境控制、抗过敏药物治疗、特异性免疫治疗以及健

康教育４个方面。在前一个指南中，“环境控制”取
代了原先的“过敏原回避”［３］，而在后一个指南中，

则在上一版的基础［４］上增加了“环境控制”的相关

条目和内容。但此两份指南在环境控制和健康教育

的内容并未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或更新。

早在２０１７年已有学者提出应“重视环境控制，
做好健康教育”的呼吁［１０］。环境控制作为一种有效

的预防措施，旨在避免或减少过敏原的接触，从而实

现对ＡＲ的预防和治疗。抗过敏药物虽然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ＡＲ症状，但通常无法根治疾病，仅能
实现症状的控制，一旦停药，症状往往容易复发。过

敏原免疫治疗（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ＩＴ）则是针
对特定过敏原进行的精准治疗，是目前唯一针对病

因的有效治疗手段。健康教育在提升公众和患者对

ＡＲ的认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增强他们
对预防和治疗的依从性，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古人

云：“上医治未病，下医治已病。”环境控制作为预防

和治疗ＡＲ的上上之策，通过避免或减少过敏原，能
够发挥预防和治疗的双重功效。ＡＩＴ治疗则属于上
策，同样值得重视。因此，在 ＡＲ治疗的策略选择
中，我们应优先考虑环境控制，通过避免或减少过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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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接触来实现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其次，可考虑采

用ＡＩＴ治疗；抗过敏药物治疗可作为第三选择；最
后，在必要情况下可考虑手术治疗。需要注意的是，

ＡＲ的治疗并非单选题，而应综合采取对因治疗为
主的多种措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医生应尽可

能为疑似ＡＲ患者查找过敏原，并采取相应的对因
治疗（如环境控制和 ＡＩＴ）和对症治疗措施，其中对
因治疗尤为重要。

尽管国内外关于ＡＲ诊疗的指南均强调了环境
控制和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在２０２２年修订的中
国ＡＲ诊疗指南中，环境控制和健康教育的占比较
轻，对抗过敏药物治疗部分进行详细描述。这反映

出临床医师在诊疗过程中往往过度关注药物治疗，

而相对忽视了环境控制和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在实

际操作中，临床医师往往能熟记“一线、二线”药物，

但在查找过敏原和对因治疗、预防等方面却显得力

不从心。他们往往从一开始就忽视了环境控制作为

预防ＡＲ的有效手段。有调查显示，大多数耳鼻咽喉
科医生在诊断ＡＲ时，主要依据病史、症状和体征，而
很少进行过敏原的查找。在治疗方面，他们主要依赖

鼻喷激素和口服抗组胺药物，而很少应用ＡＩＴ。这导
致部分ＡＲ患者对治疗效果并不满意［１１］。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哮喘防治创议在２０１７年才
将舌下免疫治疗（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ＬＩＴ）纳
入治疗推荐中，这意味着呼吸科医生在近年来才开

始重视哮喘患者的 ＡＩＴ［１２］。由此可见，对环境控制
和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

象。鉴于此，中国鼻病研究协作组的中青年专家们

撰写了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关于环境控制

和健康教育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以期提升 ＡＲ的诊
断水平和临床疗效。

１　环境控制

环境控制的核心宗旨在于规避或降低过敏原的

存在与影响。“避、忌、替、移”这一经典四法，被广

泛应用于环境控制实践之中。“避”指的是主动规

避或有效减少潜在或已知过敏原的接触；“忌”则强

调在饮食上避免摄入可能引发过敏的食品与药物；

“替”是指采用具备相似功能的其他食品或药物作

为替代；“移”则指通过迁居至其他地点或远离过敏

原源头，以减少过敏风险。这４个原则作为环境控
制的重要指导，已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广大民众在日

常生活中应对过敏问题的基本常识。环境控制可从

３个层面着手：过敏原源头、传播途径以及患者本
身。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实施控制可能面临较大挑

战，但针对过敏原源头的控制手段往往能取得显著

成效。

１．１　过敏原源头控制
１．１．１　季节吸入性过敏原　吸入过敏原，亦称气传
过敏原，可分为季节性和常年性两大类别。春季、夏

季及秋季均有花粉飘散，而常年性过敏原也可能随

季节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尽管致敏花粉的源

头控制工作颇具挑战，但通过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仍可有效降低气传花粉的浓度。

在春季，花粉主要源自各类树木，如清华大学校

园内，每年春季引发花粉症的主要源头即为七千余

棵圆柏树［１３］）。为从源头上控制花粉的传播，可采

取整树笼罩、喷水或实施局部人工降雨、嫁接或绝育

处理、剪除老枝而保留新枝等措施。同时，在园林绿

化规划时，应尽量减少或避免种植致敏性较强的植

物种类以减少飞絮污染。上述措施的实施需依赖园

林部门的协作与支持，因此，与园林部门紧密合作，

共同推进相关措施的落实，是有效控制树木花粉传

播的关键所在［１４１５］。

夏季花粉主要源自禾本科及谷类作物，如大麦、

小麦、燕麦、黑麦等，以及梯牧草、龙须草、鸭茅、天鹅

草、黑麦草等植物。针对此类花粉的源头控制策略，

包括减少相关作物的播种面积、鼓励实行作物间作

（即不同农作物混合种植）以及尽量安排农作物的

盛花期错开，以减少花粉的释放。这些措施的执行，

需由农业部门负责监督与实施。

进入秋季，花粉则主要来自艾蒿、草、豚草等

杂草类植物。为有效控制秋季花粉源头，应采取减

少飞机播种面积、在盛花期前清除生活和工作环境

中的这些杂草，以及利用具有竞争优势且不会产生

致敏花粉的植物来抑制致敏花粉草本植物的生长等

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须由林业草原生态部门负

责管理和推进。

一天中花粉漂浮相对密集时间是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有些植物在２０∶００～２２∶００还会形成第２次花粉漂
浮高峰。因此，尽量在花粉漂浮高峰时段减少外出，

关闭门窗以避免或减少花粉进入室内。

春秋季节从北方移居到南方，花粉播散季节过

后再返回，可以很好地回避北方的花粉季节。目前

对北方致敏植物花粉的研究比较多，过敏原检测试

剂基本都是针对北方植物花粉，对南方致敏植物花

粉的研究比较少。实际上，南方也有花粉症［１６］。海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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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以及云南、贵州、四川、重

庆等西南地区的热带、亚热带的棕榈科植物花粉

（鱼尾葵花粉、软叶针葵花粉、散尾葵花粉、蒲葵花

粉、椰子树花粉）、木麻黄花粉、?果花粉、苏铁木花

粉、漆树花粉、泡桐树花粉、黄杨树花粉、合欢属花

粉、早冬瓜花粉、油菜花粉、重阳木花粉、银胶菊花

粉、樟树花粉、荔枝花粉、橡胶树花粉、桉树花粉、银

柴花粉、榄仁树花粉、黄槐树花粉、芒草花粉、相思树

花粉、羊蹄甲花粉等也是重要的致敏花粉来源［１７］，

但目前尚缺乏这些致敏花粉的临床应用检测试剂，

所以这些花粉致敏的临床报道不多。

花粉监测有助于明确当地致敏花粉的种类、空

气中的浓度、飘散规律、随季节的变化特点等，可为

花粉症患者提供每天的花粉浓度播报和致敏风险评

估。植被调研有助于明确当地产生致敏花粉的植物

种类、数量、分布及种植情况，为从政府层面防治花

粉症提供重要依据。流行病学调查有助于明确当地

花粉症的患病率、花粉症在变应性疾病中的占比、花

粉症患者就诊与花粉飘散规律之间的吻合情况、不

同花粉致敏比例等［１８１９］。对季节性吸入过敏原的

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非常重要，是防

治季节性变应性疾病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南北方同

样重要，因为对南方致敏花粉和来源植物的研究较

少，故在中国南方显得更为重要。

１．１．２　常年吸入性过敏原　常年性过敏原多属于
室内过敏原，如尘螨、蟑螂、真菌、宠物皮屑等，源头

控制相对容易，但效果往往不够理想。尘螨是室内

主要过敏原之一，室内温湿度可显著影响其生长繁

殖，生存的最佳温度为 ２５℃，相对湿度为 ５５％ ～
７５％［１９］。床上用品、室内地毯和布艺家装是螨虫最

容易滋生的３个地方，其他常见于织布座椅、布艺沙
发、毛绒玩具及窗帘等处。能够诱发变应性疾病症

状的最低尘螨浓度为２μｇ／ｇ，即每克灰尘中含２μｇ
尘螨致敏原，低水平的尘螨暴露不容易致病，但中水

平（２～１０μｇ／ｇ）和高水平（≥１０μｇ／ｇ）暴露容易发
生或加重变应性疾病，特别是高水平尘螨暴露诱发

和加重儿童哮喘［２０］。螨虫活体在 ６０℃烘干机中
１０ｍｉｎ、－１８℃家用冰箱或 －２４℃家用冰柜中
２４ｈ、－７０℃专用冰箱中１０ｍｉｎ可死亡。因此，保
持室内干燥、降低室内相对湿度在５０％以下、５５℃
以上热水清洗、黑色塑料袋包装后太阳暴晒、防螨虫

布料制品（又称功能布料，包括床笠、床单、被套、枕

头套、沙发套、窗帘等）及防螨阻隔喷雾剂、电子杀

螨仪等措施都有一定效果。室内尽量不要铺地毯，

否则必须经常吸尘除螨。应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减

少灰尘及过敏原。儿童的布艺玩具可放在 －１８℃
家用冰箱内２４ｈ以上以杀死螨虫。高效微粒过滤
吸尘器（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ａｉｒ，ＨＥＰＡ）可有效
降低环境中尘螨的浓度。中国南方地区因温暖潮

湿，室内螨虫浓度远高于北方。北京地区室内螨虫

浓度高峰期为春、秋季，顶峰期为１０月份，而广东地
区室内螨虫浓度冬春季节较高，夏秋季节较低，高峰

在春季，高峰时间与哮喘高发时间基本一致［２０］。

蟑螂（学名蜚蠊）也是常见的室内过敏原［２１］，

除了携带致病菌导致感染外，蟑螂致敏情况越来越

常见，但极易被忽视，其虫体、虫卵、粪便均可成为过

敏原。蟑螂中的德国小蠊是我国室内最常见的致敏

原，其次是美洲大蠊，特别是其排泄物。蟑螂是杂食

性昆虫，耐饥不耐渴。在家中灭蟑螂时要封锁水源，

将水龙头关死，擦干水迹，在水池、便池、电冰箱底座

周围诱捕、粘捕、吸捕、烫杀、用药笔划痕、喷雾或投

放杀虫剂毒饵并以点多、量少、面广的方式尽可能在

蟑螂取水、取食路上使其中毒死亡。平时堵塞下水

道、注意厨房清洁卫生，不留食物残渣。消灭蟑螂应

留全尸，勿切断或扎伤以免释放排泄物。用蒸汽或

白开水浇灌可杀灭蟑螂。冬季蟑螂喜欢位于热源附

近，在热源附近布置毒饵更容易杀灭蟑螂，可起到比

夏天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运用环境治理、物理措

施、卫生杀虫剂等综合防治技术，才能实现长期、可

持续的蟑螂有效控制［２２］。

枝孢菌、青霉、曲霉和交链孢霉是常见的室内真

菌，室内真菌水平与湿度明确相关。室内外真菌容

易滋生在阴暗、潮湿、通风不畅的地方，如阴暗潮湿

的墙体、沟渠、屋后下水道、室内厨房、洗浴间、卫生

间、地下室等处，夏季、梅雨季节、沿海地区的室内衣

柜、储物间、衣物、被褥等都可发生霉变，室内真菌骤

然增多。应通风、降低湿度、打开排气扇或抽湿机，用

干燥剂除湿防霉［２３］，部分可过滤掉直径大于２μｍ颗
粒的空气过滤器，可滤掉较大的真菌丝及孢子，降低

室内真菌过敏原水平。中国南方的室内外霉菌远多

于北方，真菌变应性疾病如真菌 ＡＲ、真菌变应性鼻
窦炎、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等。

猫毛皮屑、狗毛皮屑也是常见的室内过敏原。

猫过敏原主要来源于猫的唾液腺、皮脂腺和雄猫尿

液，狗过敏原在毛发、皮屑、皮肤、唾液和血清蛋白中

均有发现。近年来对猫狗过敏的患者日益增多，特

别是青少年对猫狗等宠物容易产生心理依赖，宁愿

忍受过敏的痛苦或处于危险中，也不愿放弃饲养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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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猫皮屑的致敏性远大于狗皮屑的致敏性。对猫

狗皮屑过敏的患者家中应避免饲养宠物，并应彻底

清除室内宠物毛发、排泄物等，减少到有猫、狗等宠

物的人家走亲访友，减少与猫狗等宠物的主人接触。

经常给猫狗洗澡、理发可减少过敏原，无毛的宠物虽

然释放过敏原的量较少，但也会致敏。可以用疫苗

给猫狗进行ＡＩＴ治疗，减少过敏原的产生；还可以用
基因编辑技术破坏编码 Ｆｅｌｄ１两个亚基的基因，让
猫不再产生过敏原；让母鸡接触猫 Ｆｅｌｄ１蛋白后产
生抗体，抗体进入鸡蛋中，把含有 Ｆｅｌｄ１抗体的鸡
蛋粉涂在猫粮上给猫喂食，３周后猫的过敏原Ｆｅｌｄ１
浓度可降低４７％［２４］。

１．１．３　食入性过敏原　虽然单独由食入性过敏原
引起的 ＡＲ比较少见，但食入性过敏原经常加重
ＡＲ，避免食入（忌口或避食）应该是最好的办法。另
外，还可以用物理、化学和微生物等方法降低食物的

致敏性。

引起过敏的食物高达１７０多种，但超过９０％的
食入性过敏都是由牛奶、鸡蛋、鱼、甲壳类水产品、小

麦、花生、大豆、坚果类等４类动物性食品和４类植
物性食品引起［２５］，避免食入是避免过敏的最佳方

法。某些果类（水果、坚果）、蔬菜与某些花粉之间

有相似过敏原成分，可发生交叉过敏反应，又称花粉

－食物过敏综合征（ｐｏｌｌｅｎｆｏｏｄａｌｌｅｒｇ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ＦＡＳ），故ＰＦＡＳ患者应该慎食或忌食某些蔬菜和
果类食品［２６］。具体见表１。

表１　与吸入性过敏原可能存在交叉反应的食物

吸入性过敏原 可能存在交叉反应的食物

树木花粉

　桦树
蔷薇科水果，如苹果、樱桃、桃、梨；坚果，如榛子；

芹菜、胡萝卜等

　柏树 桃、柑橘、苹果、葡萄、土豆、大豆

　梧桐／
　悬铃木

榛子、桃、苹果、甜瓜、奇异果、花生、玉米、鹰嘴豆、

莴苣、绿豆

杂草花粉

　艾蒿花粉 芹菜、胡萝卜、香辛料、扁豆、芥末、榛子

　豚草花粉 甜瓜、西瓜、荔枝、黄瓜、香蕉

　牧草花粉
甜瓜、西瓜、土豆、香蕉、菠萝、柑橘、猕猴桃、杏仁、

黄瓜

霉菌［２７］
菠菜；真菌类食物如蘑菇、真菌蛋白粉；发酵类食

物如腐乳、酱油、醋、酵母、酒类、香肠；发霉的水

果、饭菜等

尘螨、蟑螂
虾、对虾、蟹、龙虾等甲壳类无脊椎动物，被尘螨和

蟑螂污染的食物

皮肤点刺试验或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如果显示
食入性过敏“＋＋”或２级以上，最好忌口，既能治
疗又能预防过敏；如果为“＋”或１级，偶尔少量进

食，其过敏反应表现不会太重。“＋”越多或级别越
高，过敏反应的可能性越高。

严重食物过敏特别是坚果、小麦引起的严重过

敏反应，可致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２８３０］，应该引起

特别重视。近１０年来 ＰｕｂＭｅｄ仅有１篇食物过敏
引起休克死亡的病例报道［３１］，而大部分病例是记者

作为奇闻异事发表在报纸上的新闻［３２３３］。据报道，

美国每年因食物严重过敏而导致死亡的患者数量在

１００例以上，忌食为最佳防治方法［３４］。

降低食物致敏性的物理方法有加热、加压、辐射

和超声等，化学方法有酶水解、酸水解、美拉德反应

等［３２］。热加工能够通过改变蛋白质分子内、分子间

的相互作用，破坏食物中过敏原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或三级结构，影响其构象表位，从而改变其致敏性。

蒸、煮等湿热处理方式能够使得过敏食物的致敏性

大大降低，高压锅的处理效果更好，但微波加热有可

能会增加食物的致敏性。干热处理通过脱水干燥使

蛋白质氧化、变性、碳化，而湿热处理更易于传递热

量，与水的直接接触也使保持蛋白质稳定性的氢键

更易被破坏，因而湿热处理是降低食物致敏性的一

个好办法。核桃的干热和湿热处理的致敏性比较研

究就是很好的例证。干热处理，如烤核桃对核桃蛋

白的ＩｇＥ结合能力、ＩｇＧ结合能力都无显著影响，而
湿热处理如蒸、煮后，则显著降低了核桃蛋白的 ＩｇＥ
结合能力和ＩｇＧ结合能力。因此，有患者吃烤核桃
会过敏，但喝核桃露不会过敏［３２］。

辐射消敏技术也可降低食物致敏性［３３］。用

６０Ｃｏγ射线或电子束可以非常高效地破坏食物过
敏原的结构与抗原表位，使过敏原的免疫活性降低

甚至消失，达到消减食物致敏性的目的，且辐射加工

能大批量处理食物，操作简单方便，处理过程不添加

任何化学试剂，不会对食品造成化学污染［３５］。虽然

辐射过敏原产物的安全性仍未得到广泛验证，但仍

是一种潜在的绿色、低碳、高效和颇具应用前景的食

物消敏方法［３６］。超声波可降低食物致敏性又能保

留食物的品质和营养价值，是一种高效、绿色的食物

致敏性消减技术［３７３８］。

化学方法如酶水解［３９］、酸水解［４０］都可降低食

物的致敏性，但酸水解有可能产生致癌性的三氯丙

醇，所以需要改进工艺。美拉德反应是食物经煎烤

炸烘焙等后出现特殊香味的现象，可显著降低或消

除某些食物的致敏性［４１］。对牛奶严重过敏时，不要

再喝全脂牛奶、鲜牛奶以及牛奶制品，可将牛奶高热

减敏［４２４３］，或用配方奶粉如适度、中度或深度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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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甚至用氨基酸奶粉替代。

微生物发酵也可降低食物的致敏性，如牛奶、大

豆、小麦等发酵后致敏性可明显下降［４４］。

过敏原标签是从源头上防止消费者与食品过敏

原接触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我国从２００８年夏季
奥运会开始对食品过敏原进行标签标识，并颁布了

多项国家标准（ＧＢ７７１８２０１１、ＧＢ／Ｔ２３７７９２００９、
ＳＮ／Ｔ４２８６２０１５），对８种食物过敏原逐步从自愿标
识过渡到强制标识［４５］。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ｏ
ｄｅｘ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ＡＣ）、欧盟、美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日本、俄罗斯等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

对致敏物质清单和食物过敏原标识方式管理都有严

格的规定［４６］。

降低食物过敏事件发生的必由之路，一是开发

有效的食物过敏原减除技术；二是利用育种和基因

工程等技术降低食物的致敏性；三是开发便捷、快

速、高效的食物过敏原检测方法，以帮助消费者更好

地避免摄入；四是做好食入性过敏原的管控和标识，

保障食物过敏患者的正当权益。

１．１．４　空气污染和吸烟　雾霾、沙尘暴、ＣＯ、ＳＯ２、
ＮＯ、ＮＯ２、ＰＭ１０、ＰＭ２．５等可加重过敏原的致敏性，控
制环境污染也可减轻变应性疾病［４７４８］。主动和被

动吸烟、家庭装饰装修所致室内空气污染可以加重

ＡＲ的症状［４９］。保暖、减少或避免剧烈的冷热交替

等非特异性刺激可预防 ＡＲ发作或减轻 ＡＲ症状。
强有力的整改措施以减少源头的污染物排放，加强

对空气污染的检测，减少污染严重期间的户外活动、

避免接触二手烟，家庭和学校空气净化器的使用，都

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对变应性疾病的影响。

１．２　过敏原传播途径的控制
吸入性过敏原的传播途径是空气，控制传播途

径也可有效防控过敏原。口罩和鼻罩能减轻 ＡＲ症
状，同时也能预防新冠病毒传染［５０５１］。口罩、鼻罩

和防花粉眼镜甚至头罩可有效阻断传播途径，不管

是季节性过敏原还是常年性过敏原都可阻断。鼻腔

过敏原过滤网和凝胶阻隔剂（又称隐形口罩）也可

有效阻断吸入性过敏原［５２５３］。另外，花粉季节尽量

减少外出，留在室内，紧密门窗，尽量减少花粉进入

室内。将防蚊虫的门窗纱网换成防花粉的纱网可减

轻花粉症患者症状。室内空气净化器的使用也可减

少真菌、宠物过敏原的暴露水平。远距离迁徙或移

居也是良好的环境控制措施［５４］。移居到环境好、空

气污染少的地区，ＡＲ症状也可明显减轻甚至停止。
食入性过敏原的传播途径是口服，忌口（避食）或减

少食入量是最佳传播途径的控制。避免接触过敏原

或减少接触量是控制接触性过敏原的最佳途径。

１．３　患者内环境的控制
人们的生长和生活环境对 ＡＲ发病有重要影

响。卫生假说指出，城市的 ＡＲ患病率高于农村或
郊区农场，发达国家ＡＲ患病率高于欠发达国家，生
命早期（０～６月龄）接触环境有益菌可降低 ＡＲ患
病率［５５］。自然分娩、母乳喂养、改善肠道菌群和体

表微生态可降低ＡＲ患病率。
Ｗａｎｇ等［５６］在内蒙古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证

实，花粉症患者的症状比花粉季节提前２周出现，其
主要原因之一是心理预期。因此，降低患者心理预

期可以预防花粉症提前发生。ＡＲ可引起患者焦虑
抑郁等精神心理障碍，因此，ＡＲ有明显的安慰剂效
应，安慰剂有效率可达３０％，甚至４０％；安慰剂效应
可以持续２～４周，甚至长达８周；让患者将安慰剂
理解为过敏原或不良反应严重的药物，部分患者可

被激发出ＡＲ症状或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而致病情加
重，此即反安慰剂效应［５７］。这些均提示心理障碍的

处理对ＡＲ很重要。“鼻脑轴”［５８］可能是鼻腔疾病
与心理障碍的重要路径。

除非做好完全防护，ＡＲ患者尽量不去或少去
过敏原浓度高的地方，如植物园、公园、长期无人居

住的房间等。人体皮屑是尘螨的食物，因此室内勤

打扫、定期更换床上用品、定期清洁地毯等可减少尘

螨。洗澡也可洗掉从室外带回的花粉，洗鼻也有效。

保暖、减少或避免剧烈的冷热交替也可预防和减轻

ＡＲ症状。

２　健康教育

变应性疾病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患病

率高、患者人群大，健康教育是 ＷＨＯ首选的针对变
应性疾病的公共卫生策略，有投入低、产出高的特

点［５９６０］。健康教育作为 ＡＲ治疗方式中的重要环
节，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患者教育可有效改善疾病

症状并提高生活质量［６１６２］。接受患者教育的ＡＲ患
者，其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评分均优于未接受教育

的患者，并且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和 ＡＲ并发症的
发生率也更低，均表明患者教育在 ＡＲ治疗中的积
极作用［６３］。

健康教育包括对医生、护士的教育，也包括对患

者、家属及大众的教育。通过健康教育把健康理念

由被动健康改变为主动健康，改变医生、患者及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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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相信（态度）和行为（简称“知信行”）［５７，６４］。

对医生、护士的教育，不仅是其对 ＡＲ的临床诊疗能
力，同时包含对患者健康宣教的能力、患者管理的能

力。针对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包含ＡＲ的疾病管
理、日常生活健康管理，同时包含心理健康和咨询。

对大众的健康教育，多由科普形式开展，增强大众对

ＡＲ的认识，促进ＡＲ的预防和及时就诊［６４６５］。

２．１　对医护人员的教育
耳鼻咽喉科医护、变态反应科医护、儿科医护等

的教育，是开展患者教育的前提。医护人员对 ＡＲ
的诊疗能力，临床实践的规范性，直接决定了患者健

康教育的有效性。通过学习 ＡＲ各种指南、参加学
术会议和培训来提高医生、护士的诊疗能力和护理

水平，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完善。医护人员对 ＡＲ
的诊疗能力，决定了其患者宣教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同时，需要提高医护人员健康宣教的意识和能

力。医生在面对ＡＲ患者时，进行药物治疗前，力求
明确过敏原，并有意识地进行过敏原规避、用药指

导、生活方式指导等内容宣教；护士在患者管理中扮

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过敏原检测、脱敏治疗、随访

等都需要护士的重要参与，护士在诊疗、随访期间同

样需进行健康教育，且比医生的宣教内容更加详细

与直观，如具体如何规避过敏原、药物的正确使用、

生活方式具体指导及不良反应等。使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根据患者的症状、过敏原检查结果等进行个体

化的宣教，有助于达到更好的宣教效果。医生、护

士、患者应该一体化，着力实现生命全周期、疾病全

过程（院前、院内和院后）和预防全级别的有效管

理［１８］。

２．２　对患者、家属的教育
《过敏性鼻炎及其对哮喘的影响（ＡＲＩＡ）》指南

强调，ＡＲ治疗的根本方法是让患者了解疾病的整
体情况，而非仅仅关注鼻内药物的使用［６６］，如疾病

病因、进程、危险因素等知识的宣教；过敏原检查的

必要性和方式；良好的环境控制方法；药物治疗、免

疫治疗的作用、疗程、不良反应、具体使用方法等。

对患者及其家属的教育包括健康管理和慢病管

理。对于 ＡＲ无症状期或症状缓解期，进行健康管
理；对于症状期，进行慢病管理［５］。世界变态反应

组织提倡首诊教育、随诊教育（强化教育）、家庭和

看护人员教育，可以分为院前教育、院中教育和院后

随诊教育。

首先让患者全面、准确地了解 ＡＲ的诊治和预
后，提高对ＡＲ的认识有助于患者将对药物治疗的

期望从“疾病彻底治愈”转变为“疾病控制”。简明

准确的患者宣教，可提高患者对药物治疗的优缺点

的理解，产生合理的心理预期，有助于依从性的提高

和避免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进行心理疏导，

保持情绪稳定，避免因情绪过激、心理刺激等诱发或

加重病情［６７］。

通过电话、短信或互联网定期回访患者的疾病

控制情况、用药情况，提醒患者及时用药、复诊、进行

ＡＩＴ等，并推送科普宣教的文章或视频进行健康宣
教，也可有助于提高疗效。

２．３　对大众的教育
变应性疾病讲求防治结合，从控制疾病向预防

疾病转化，将疾病的防控卡口前移，需要对大众进行

广泛、准确的科普宣教。要着重考虑 ＡＲ的三级预
防措施，其中一级预防是针对正常人群的预防，清楚

各地最常见的过敏原并进行环境控制以规避，避免

普通人群发展成致敏人群（高危人群）；二级预防是

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和减少致敏人群发展

为ＡＲ患者，包括疾病普查、筛查和体检等；三级预
防则是针对患者进行预防和治疗，减轻临床症状，防

止或减少功能损伤，提高生活质量。

２．４　对药房药剂师的教育
药剂师常常是ＡＲ患者得到初步诊断和治疗的

第一步［６８６９］，ＡＲＩＡ指南撰写专家也明确表示药剂
师参与患者教育和护理可有效降低用药过量的风

险。对药剂师进行患者教育、疾病管理的引导也是

至关重要的环节。药剂师在初步诊断 ＡＲ症状，给
出治疗建议和转诊建议的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７０］。对在药房购买鼻用药物的顾客进行研究表

明，６８％患者口述有ＡＲ症状，仅４４．３％患者经过医
生的明确诊断。但６９．９％的患者使用非处方药进
行自我治疗，其中最常见的症状为鼻塞（７３．６％），
最常购买的药物是抗组胺药（４４．３％）。这表明 ＡＲ
患者在自我治疗中可能存在治疗不当和疾病并发症

的发作，提示我们应注重药剂师在健康教育中的重

要性［７１］。

值得注意的是，在药房购买 ＡＲ药物的人群可
分为３类：有 ＡＲ症状但未经诊断；有 ＡＲ症状且被
准确自我诊断为 ＡＲ；以及医生诊断为 ＡＲ。针对不
同人群，药剂师在健康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对于医生诊断的 ＡＲ患者，药剂师需要遵循医嘱进
行治疗，提供合适的非处方药；对于有 ＡＲ症状但未
经医生诊断人群，需要药剂师进行初步诊断和鉴别，

提出适当的转诊或治疗建议等，积极参与提高 Ａ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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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ＫＡＰ。
ＡＲ作为一种慢性疾病，患者基数大且易反复

发作，在医患交流外，还需要更丰富的方式进行健康

教育，利用互联网的强大传播能力，进行更大范围、

更易获取、广大群众更喜闻乐见的宣教方式。对于

院内环境，可以在门诊发放科普宣传册，让患者在等

待期间进行疾病知识的学习了解；可以定期开展疾病

宣教课堂，鼓励患者积极参与等。应积极应用新媒体

和互联网平台，扩大宣教的范围，如医院或科室可以

通过微信公众号、各类社交平台，宣发高质量的科普

推文和视频，针对变应性疾病的多方面知识进行科

普，针对大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互动和针对性教育。

３　结语

环境控制和健康教育作为 ＡＲ指南中“防治结
合、四位一体”治疗原则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在临

床实践中尚未获得充分重视，但其对于提升治疗效

果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疾病一样，ＡＲ亦是一种需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
ＡＲ的治疗并不仅限于抗过敏药物的对症治疗，更
应结合对因和对症的综合预防策略。因此，我们需

进一步加强对环境控制的重视，并深化健康教育的

实施，以全面提升ＡＲ的预防和诊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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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ＦｏｏｄＲｅｓＩｎｔ，２０１５，７４：２７５－２８３．

［３７］ＣｈｅｎＦ，ＺｈａｎｇＭ，ＹａｎｇＣ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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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崔春，赵谋明，曾晓房，等．酸法和酶法水解植物蛋白的差异

及原因探讨［Ｊ］．中国调味品，２００６，（７）：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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