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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探讨北京地区树木花粉的致敏特点，并分析其与气传花粉的 关 系。方 法：将２０１７年１～７月

份变态反应科就诊的２　５２１例过敏性疾病患者纳入研究，均接受８种树木花粉变应原点刺试验（ＳＰＴ）。结果：①
树木花粉ＳＰＴ阳性率为４９．３％（１　２４４／２　５２１）。男性致敏率高于女性（５６．４％ｖｓ　４５．０％，Ｐ＜０．０１）。儿童组花粉

致敏阳性率显著高于成人组（５５．９％ｖｓ　４８．６％，Ｐ＜０．０５）。树木花粉致敏趋向于多重致敏，≥３种树木花粉阳性

率为２６．３％，占总阳 性 人 群 的５３．３％。②树 木 花 粉 致 敏 的 阳 性 率 呈 现 典 型 的 季 节 高 峰，３月 份 阳 性 率 最 高

（６２．２％），其次为５月份（５２．１％），最低为１月 份（２７．９％）。花 粉 致 敏 阳 性 率 与 空 气 中 花 粉 总 量 高 度 相 关（ｒ＝
０．９２９，Ｐ＜０．０１）。③圆柏花粉点刺阳性率最高（３４．６％），其次为杨树（２１．３％），槐树（１３．３％）。不同花粉的致敏

率和空气中的含量高度相关（ｒ＝０．７１４，Ｐ＜０．０５）。结论：北京地区主要致敏树种为圆柏。春季树木花粉致敏呈

现季节性，３月份为致敏高峰期。春季树木花粉致敏率与空气中的播散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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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金 项 目：北 京 市 科 委 首 都 特 色 重 点 课 题 （Ｎｏ：
Ｚ１６１１００００５１６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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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
３ 河北省张北县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

通信作者：王学艳，Ｅ－ｍａｉｌ：ａｌｌｅｒｙｇ２０１５＠１２６．ｃｏｍ

　　近年来，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逐渐 增 加，对 公

共卫生的影响也日益增加。除遗传因素外，环境因

素也是导致过敏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因素。花粉，作
为种 子 植 物 特 有 的 结 构，是 一 种 重 要 的 户 外 过 敏

原，花粉不仅可以诱发变应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

过敏性 哮 喘、过 敏 性 皮 炎，甚 至 可 出 现 过 敏 性 休

克〔１〕。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的植被环境下，花粉

的主要种类、含量、季节分布 特 点 各 有 不 同。北 京

地区的花粉播散呈现春秋两季高峰期特点，且春季

树木 花 粉 数 量 高 于 夏 秋 季 杂 草 或 牧 草 花 粉 数

量〔２－３〕。我们既往的研究表明，过敏性疾病，如变应

性鼻炎的就诊诊次可随季节变化而出现波动〔２〕，提
示季节性花粉的播散可影响患者的 致 敏。但 过 敏

性疾病患者群的花粉致敏特点及其是否随季 节 性

·９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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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而变化目前国内报道较少。本研究 在 既 往 研

究的基础上，探讨北京地区春季主要致敏树木花粉

及其致敏特点，同时分析春季树木花粉致敏性与其

空气中播散规律的关系。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将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７－０７北京世纪坛医 院 变 态 反

应科门诊就诊的２　５２１例变应性疾病患者 纳 入 研

究。所有患 者 均 进 行８种 树 木 花 粉 的 点 刺 试 验。
其中，男９５５例，女１５６６例，性别比例为１∶１．６４；
患者平均年龄为（３９．０８±１６．９６）岁。将 患 者 分 为

儿童组（≤１８岁）和 成 人 组（＞１８岁），儿 童 组２７２
例（１０．８％），成人组２２４９例（８９．２％）。不同月 份

的就诊人次分别为：１月份１１１例，２月份２４０例，３
月份５９６例，４月 份５６８例，５月 份４５９例，６月 份

２９４例，７月份２５３例。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点刺试验（ｓｋｉｎ　ｐｒｉｃｋ　ｔｅｓｔ，ＳＰＴ）对患者进

行树木花粉致敏状态研究。点刺液来源 于 北 京 协

和新华联药 业 有 限 公 司。行ＳＰＴ前，所 有 患 者 停

用抗组胺及相关药物至少３ｄ。８种树木花粉点刺

变应原为圆柏、杨树、桦 树、柳 树、洋 白 蜡、榆 树、槐

树。对照液采用０．１ｍｇ／ｍｌ组胺和生理盐水作为

对照液。行ＳＰＴ后１５ｍｉｎ观 察 皮 肤 反 应。根 据

文献，采用皮肤指数（ｓｋｉｎ　ｉｎｄｅｘ，ＳＩ）来计算风团大

小与组 胺 风 团 的 比 值〔４〕。ＳＩ　２＋：风 团 为 对 照 一

半；ＳＩ　３＋：风团为对照大小；ＳＩ　４＋：风团为对照２
倍。本文定义ＳＰＴ阳性为ＳＩ≥２＋。

单一致敏：一种树木花粉阳性；双重致敏：２种

树木花粉阳性；多 重 致 敏：３种 及 以 上 树 木 花 粉 阳

性。

１．３　花粉数据

采用改 良 的 Ｄｕｒｈａｍ 花 粉 收 集 器 采 集 花 粉。
具体收集及计数方法参考研究者既往研究方法〔２〕，
花粉计数单位为颗／１　０００ｍｍ２。本研究中，花粉颗

粒数采用１～７月份的每月颗粒数。根据本研究单

位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北京城 区 的 花 粉 监 测 数 据，春 季

花粉颗粒数无明显变化，取该２年的平均值作为参

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　２３．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不 同 月 份 花 粉 量 比 较 采 用 非 参 数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检验（２个 独 立 样 本）或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ｉｓ　Ｈ 检 验

（多个独立样本）。不同致敏阳性率比较采用卡 方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以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树木花粉致敏阳性率

２　５２１例 患 者 中，树 木 花 粉 ＳＰＴ 阳 性 率 为

４９．３％（１　２４４／２　５２１）。其中，２　２７０例患者进行草

花粉ＳＰＴ，９７９例（４３．１％）阳性。如图１ａ所示，树
木花粉阳 性 率 中，男 性 为５６．４％（５３９／９５５），女 性

为４５．０％（７０５／１　５６６），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
２＝３０．９５５，Ｐ＜０．０１）。８种 树 木 花 粉 男 性 致

敏率均高于女 性，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Ｐ＜０．０１
或Ｐ＜０．０５），见 表１。儿 童 组 花 粉 致 敏 阳 性 率 显

著高于成人组（５５．９％ｖｓ　４８．６％，Ｐ＜０．０５），见图

１ｂ。对８种树木花粉致敏率的年龄差异进行分析，
儿童组杨树、柳树、悬铃木、洋白蜡和杨树花粉的致

敏率显著高于 成 人 组（Ｐ＜０．０１），而 儿 童 组 圆 柏、
槐树、桦树致敏率高于成人组，但差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　树木花粉的致敏类型

树木花粉致敏趋向于多重致敏，≥３种树木花

粉同时阳性 的 阳 性 率 为２６．３％，占 总 阳 性 人 群 的

５３．３％，显著高于树木花粉１种阳性及２种阳性的

阳性率（Ｐ＜０．０１）。见图１ｃ。

２．３　树木花粉致敏的季节分布特点

如图１ｄ所示，树木花粉 致 敏 的 阳 性 率 呈 现 典

型的季节高峰，３月 份 阳 性 率 最 高（６２．２％），其 次

为５月 份（５２．１％）、４月 份（５０．７％），最 低 为１月

份（２７．９％）。该变化规律与花 粉 数 量 的 高 峰 期 一

致，经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性 检 验 分 析，花 粉 致 敏 阳 性 率

与空 气 中 花 粉 总 量 高 度 相 关（ｒ＝０．９２９，Ｐ＜
０．０１）。树木花粉致敏率与其在 空 气 中 播 散 的 关 系

见图２。可 以 看 出，圆 柏 花 粉 点 刺 阳 性 率 最 高

（３４．６％），其 次 为 杨 树 （２１．３％），槐 树 最 低

（１３．３％），不同花粉的阳性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北京地区空气中，圆柏花粉含量最高

（２７．３％），其次为悬 铃 木（２３．１％），槐 树 花 粉 含 量

最低，仅 占０．４％。经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 性 分 析，不 同 花

粉的致敏率和空气中的含量 高 度 相 关（ｒ＝０．７１４，
Ｐ＜０．０５）。

８种树木花粉ＳＰＴ阳性率在不同月份的分布

见表３。可以看出，不同花粉的阳性率均呈现季节

性。ＳＰＴ阳 性 率 高 峰 期 出 现 在３月 份 的 为 圆 柏

（５３．０％）、杨树（２８．５％）；ＳＰＴ阳性率高峰出现在

５月 份 的 为 柳 树（２５．７％）、槐 树（１８．７％）、桦 树

（２９．４％）、悬铃木（２６．４％）、洋白蜡（２５．７％）、榆树

（１９．２％）。除榆树外，其余７种花粉不同月份的致

敏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近年来，北京城区的过敏性疾病发病率急剧增

加，尤其是花粉相关过敏性疾病。根据以往研究结

果，北京 城 区 主 要 致 敏 原 为 尘 螨、蒿 属 及 树 木 花

粉〔５〕。随着北京市城市绿化和环境的改善，季节性

过敏原，主 要 是 花 粉 所 诱 发 的 过 敏 性 疾 病 日 益 增

多。本研究显示，在１～７月份就诊的 过 敏 性 疾 病

·０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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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ａ：男性花粉致敏阳性率显著高于女性；１ｂ：儿童组花粉致敏阳性率显著高于成人组；１ｃ：多 种 花 粉 阳 性 的 阳 性 率 显 著 高

于１种和２种花粉阳性率；１ｄ：显示了１～７月份每月花粉致敏阳性率。

图１　树木花粉致敏特点

　　２ａ：树木花粉变应原点刺阳性率情况；２ｂ：北京地区１～７月份空气中气传主要树木花粉数量（颗／１　０００ｍｍ２）。

图２　树木花粉致敏率与其在空气中播散的关系

　　表１　花粉变应原致敏阳性率在不同性别中的分布

例（％）

花粉变应原
性别

男性组 女性组

圆柏 ３７０（３８．７）１） ５０２（３２．１）
杨树 ２３７（２４．８）１） ２９９（１９．１）
柳树 ２３５（２４．６）１） ２９５（１８．８）
槐树 １４７（１５．４）２） １８８（１２．０）
桦树 ２３８（２４．９）１） ２９４（１８．８）
悬铃木 ２３２（２４．３）１） ２７４（１７．５）
洋白蜡 ２１４（２２．４）１） ２６４（１６．９）
榆树 １８０（１８．９）２） ２４０（１５．３）
春季花粉 ５３９（５６．４）１） ７０５（４５．０）

　　与女性组比较，１）Ｐ＜０．０１，２）Ｐ＜０．０５。

表２　树木花粉致敏阳性率在不同年龄中的分布

例（％）

花粉变应原 儿童组 成人组

圆柏 ９２（３３．８） ７８０（３４．７）

杨树 ８７（３２．０）１） ４４９（２０．０）

柳树 ９１（３３．５）１） ４３９（１９．５）

槐树 ４４（１６．２） ２９１（１２．９）

桦树 ６７（２４．６） ４６５（２０．７）

悬铃木 ８０（２９．４）１） ４２６（１８．９）

洋白蜡 ８３（３０．５）１） ３９５（１７．６）

榆树 ７７（２８．３）１） ３４３（１５．３）

　　与成人组比较，１）Ｐ＜０．０１。

·１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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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树木花粉致敏阳性率在不同月份中的分布 例（％）

花粉变应原
月份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Ｐ值

圆柏 １６（１４．４） ５６（２３．３） ３１６（５３．０） ２０８（３６．６） １４８（３２．２） ７６（２５．９） ５２（２０．６） ＜０．００１
杨树 ６（５．４） ３７（１５．４） １７０（２８．５） １２６（２２．２） １０５（２２．９） ４９（１６．７） ４３（１７．０） ＜０．００１
柳树 １４（１２．６） ３９（１６．３） １２７（２１．３） １３０（２２．９） １１８（２５．７） ６２（２１．１） ４０（１５．８） ０．００４
槐树 ８（７．２） ２７（１１．３） ７３（１２．３） ７６（１３．４） ８６（１８．７） ３９（１３．３） ２６（１０．３） ０．００５
桦树 １４（１２．６） ３７（１５．４） １１４（１９．１） １２６（２２．２） １３５（２９．４） ５７（１９．４） ４９（１９．４） ＜０．００１
悬铃木 １３（１１．７） ４０（１６．７） １０９（１８．３） １２２（２１．５） １２１（２６．４） ５７（１９．４） ４４（１７．４） ０．００２
洋白蜡 １１（９．９）　 ３１（１２．９） １１０（１８．５） １１５（２０．３） １１８（２５．７） ５２（１７．７） ４１（１６．２） ＜０．００１
榆树 １３（１１．７） ３７（１５．４） １０２（１７．１） １０７（１８．８） ８８（１９．２） ３８（１２．９） ３５（１３．８） ０．０９７

人群中，树木花粉的致敏率为４９．３％，远高于１０年

前的同期研究〔５〕。提示树木花粉致敏率逐年增高，

正成为北京 地 区 最 为 重 要 的 过 敏 原 之 一。在 我 国

大部分地 区，致 敏 原 以 尘 螨 为 主〔６－７〕。西 安 地 区 以

尘螨致敏为主，树木花粉致敏率 仅 为２．５３％〔８〕，济

南地区也以尘螨致敏为主，树木花粉的致敏率仅为

１５％〔９〕，温州和 广 州 地 区 也 以 尘 螨 致 敏 为 主〔１０－１１〕。

荷兰的一项研 究 显 示，变 应 性 鼻 炎 患 者 中，树 木 花

粉 阳 性 率 为 ４６％，杂 草 花 粉 为 ７５％，尘 螨 为

６４％〔１０〕。意大利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变应性鼻 炎

患者中最常见的致敏原为杂草花粉４２．６％，其次为

尘螨和树木花粉〔１２〕。综上，北京地区的树木花粉致

敏率显著高于国内其他地区，但确认树木花粉为该

地区主要致敏原仍待全面的ＳＰＴ研究分析。

关于花粉致敏的年龄差异，本研究与既往研究

结论类似〔１０，１３〕。但性别差异结论有所不同，本研究

提示男性树木花粉致敏率高于女性，与周晶等〔１３〕对

其他吸入性致敏原的研究结论不同，但与荷兰的研

究〔１０〕和Ｌｏｕ等〔６〕的结论一致。树木花粉致敏的性

别和年龄差异与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特点以及常

见的尘螨、其 他 花 粉 等 的 致 敏 分 布 特 点 类 似，均 遵

循过敏性疾病的人口学分布特点。

多重致 敏 一 直 是 花 粉 致 敏 状 态 的 研 究 热 点。

本研 究 结 果 提 示，春 季 的 树 木 花 粉 倾 向 于 多 重 致

敏，其致敏率占其他致敏类型的５０％以上，与研究

者以往在内蒙古地区的研究结论一致〔１４〕。该结论

提示花粉致敏，无论是树木花粉还是杂草或牧草花

粉致敏，均呈 现 多 重 致 敏 倾 向，这 可 能 与 不 同 花 粉

分子结构间存在相似度，从而出现交叉过敏反应有

关。多重致敏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难题，不仅带来

花粉症主要致敏原诊断的难度，也使特异性免疫治

疗即脱敏治 疗 的 实 施 方 案 产 生 争 议。随 着 变 态 反

应学科的发展，分子组分诊断可能为花粉多种致敏

带来解决方案，协 助 明 确 患 者 的 主 要 致 敏 抗 原，实

现脱敏治疗的精准化。

花粉由于其 生 物 学 特 性，呈 现 强 烈 的 季 节 性，

从而使ＳＰＴ阳性率出现典型的季节变化。随着月

份变化，树木过敏致敏率呈现季节性高峰，３月份为

北京地区花粉数量最高的月份，ＳＰＴ阳性率也高于

其他月份，二 者 之 间 呈 现 高 度 正 相 关。同 时，不 同

树木花粉的盛花期不同，使得其相应的点刺变应原

致敏 率 的 高 峰 期 也 不 同，例 如 圆 柏 和 杨 树 为３月

份，其他花粉均为５月份。其空气中花粉浓度与致

敏性高度相 关。该 研 究 对 不 同 致 敏 树 种 的 患 者 可

起到预警作 用。当 空 气 中 监 测 的 某 类 花 粉 浓 度 升

高时，应提示 该 类 致 敏 患 者 注 意 防 护，必 要 时 对 症

用药。

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ｃｙｐｒｅｓｓ），裸 子 植 物 门，松

杉纲，含２２属，约１５０种。我国有８属２９种，广泛

分布于 全 国，以 圆 柏 等 最 为 常 见。根 据 本 研 究 结

果，北京地区８种 常 见 的 树 木 花 粉 中，圆 柏 的 致 敏

率最高，成为 北 京 地 区 春 季 最 重 要 的 树 木 花 粉，致

敏最高峰期 出 现 在３月 份。这 与 城 市 植 被 绿 化 有

较大关 系。根 据 既 往 的 花 粉 监 测 结 果，春 季 花 期

（３～５月份）中，圆柏也是最常见的气传花粉。柏科

也是世界范围 类 的 流 行 性 致 敏 原，除 在 我 国，其 在

地中海地区、日 本、美 国 等 地 区 均 被 发 现 可 诱 发 花

粉症〔１５〕。在不 同 的 地 区 其 致 敏 时 间 也 不 同，可 从

１０月份延续 至 次 年 的３月 份，其 致 敏 的 阳 性 率 为

９％～３５％。本研究中，圆柏的致敏率为３６．４％，略

高于 既 往 研 究。武 汉 地 区 圆 柏 点 刺 阳 性 率 仅 为

１．３４％，显著低于北方地区〔１６〕，而日本 的 圆 柏 致 敏

率可高达５９．４％，可见地区差异显著。

本研究存 在 局 限 和 不 足 之 处。由 于 受 条 件 限

制，花粉监测 数 据 仅 能 参 考 历 年 数 据，使 得 结 果 可

能产生一定 的 偏 倚。但 研 究 者 经２年 的 花 粉 监 测

发现，北京城 区 春 季 树 木 花 粉 变 化 趋 势 不 大，主 要

致敏树种的花期和数量接近，因此该花粉数据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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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参考 性。同 时 本 研 究 仅 探 讨 过 敏 性 疾 病 的

春季花粉致敏 情 况，未 结 合 患 者 的 疾 病 类 型、疾 病

病程、疾病严 重 程 度 等 进 行 进 一 步 的 分 析，今 后 有

待进一步完善。

总之，本研究明确了北京城区春季树木花粉致

敏的临床特点，为本地区春季树木花粉相关过敏性

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诊疗及预防提供了重要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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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变应原 谱 分 析［Ｊ］．临 床 耳 鼻 咽 喉 科 杂 志，２００６，

２０（５）：２０４－２０７．
［６］ ＬＯＵ　Ｈ，ＭＡ　Ｓ，ＺＨＡＯ　Ｙ，ｅｔ　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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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　Ｒｅｐ，

２０１７，７：９２８６．
［７］ ＷＡＮＧ　Ｊ，ＷＵ　Ｙ，ＬＩ　Ｊ，ｅｔ　ａｌ．Ｅｉｇｈｔ　Ａｅｒｏａｌｌｅｒｇｅｎ

Ｓｋｉ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ｆｏｒ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Ｊ］．Ｉｎｔ　Ａｒｃｈ　Ａｌｌｅｒ－

ｇｙ　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７，１７３：１９３－１９８．
［８］ 成胜权，强欢，丁翠玲，等．３　０８５例儿童过敏性疾病吸

入性过敏原皮肤 点 刺 试 验 及 临 床 意 义［Ｊ］．中 国 当 代

儿科杂志，２０１２，１４（１０）：７５１－７５４．
［９］ 何冰，杨秀 云．济 南 地 区 过 敏 性 哮 喘 及 鼻 炎 患 者 常 见

吸入性过敏原皮肤点刺试 验 结 果 分 析［Ｊ］．山 东 医 药，

２０１５，５５（１８）：４６－４７．
［１０］陈君，汪静波，林碧，等．温州 地 区１２６９例 变 应 性 鼻 炎

患者变应原皮肤 点 刺 试 验 结 果 分 析［Ｊ］．温 州 医 科 大

学学报，２０１３，４３（９）：６１０－６１２．
［１１］ＷＡＮＧ　Ｗ，ＨＵＡＮＧ　Ｘ，ＣＨＥＮ　Ｚ，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ｅｒｏ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ａ　１０－ｙｅａｒ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ＢＭＪ　Ｏｐｅｎ，２０１６，６：ｅ１１０８５．
［１２］ＦＲＡＴＩ　Ｆ，ＤＥＬＬＡＬＢＡＮＩ　Ｉ，ＰＡＳＳＡＬＡＣＱＵＡ　Ｇ，

ｅｔ　ａｌ．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Ｊ］．Ｍｅｄ　Ｓｃｉ　Ｍｏｎｉｔ，２０１４，２０：２１５１－２１５６．
［１３］周晶，阎萍，张丹，等．上海南 部５８４３例 变 应 性 鼻 炎 患

者变应原皮肤点 刺 试 验 变 应 原 的 初 步 分 析［Ｊ］．临 床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２８（２）：１０２－１０７．
［１４］王晓艳，宁 慧 宇，韩 班 布 拉，等．草 原 地 区 气 传 花 粉 可

诱发应变性 鼻 炎［Ｊ］．基 因 组 学 与 应 用 生 物 学，２０１７，

３６（７）：２７９３－２７９８．
［１５］ＣＡＩＭＭＩ　Ｄ，ＲＡＳＣＨＥＴＴＩ　Ｒ，ＰＯＮＳ　Ｐ，ｅｔ　ａｌ．Ｅｐｉｄｅ－

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ｙｐｒｅｓｓ　ｐｏｌｌｅｎ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ｉｎ　Ｍｏｎｔｐｅｌｌｉｅｒ［Ｊ］．Ｊ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　Ａｌｌｅｒｇｏｌ　Ｃｌｉｎ　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２，２２：２８０－２８５．
［１６］李文静，刘光辉．圆柏花粉点刺试验阳性患者临床特点

分析［Ｊ］．中国实用内科杂志，２０１４，３４（６）：６１０－６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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