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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探讨北方地区猫狗毛皮屑的致敏特点及变化趋势。方法:采用皮肤点刺试验(SPT)对2017-
2019年自报过敏性疾病患者进行猫狗毛皮屑过敏原检测。皮肤指数(SI)2+及以上判断为SPT阳性,其中SI2+
为轻度致敏,SI3+为中度致敏,SI4+为重度致敏。分析猫狗毛皮屑致敏率差异,比较不同性别、年龄间猫狗毛皮

屑致敏率差异,分析猫狗毛皮屑致敏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结果:16426例2~86岁的过敏性疾病患者完成

SPT,并纳入研究。①猫毛皮屑致敏率显著高于狗毛皮屑(11.8% vs6.0%,P<0.001);猫毛皮屑重度致敏率显

著高于狗毛皮屑(5.9%vs1.7%,P<0.001),而二者的轻度致敏率无显著差异。②猫毛皮屑致敏患者的年龄显

著低于狗毛皮屑(P<0.001);未成年人猫狗毛皮屑致敏率均显著高于成年人(20.2% vs10.9%,P<0.001;

8.1%vs5.7%,P<0.001);13~18岁组猫狗毛皮屑的致敏率最高(27.3% vs9.9%,P<0.001),其次为7~12
岁组(26.0%vs9.2%,P<0.001);男性猫毛皮屑的致敏率显著高于女性(13.7%vs10.7%,P<0.001),而狗毛

皮屑的致敏率未见显著性别差异(6.2% vs5.8%,P=0.411)。③595例(3.6%)患者对猫狗毛皮屑共同致敏,

1733例(10.6%)对猫毛或狗毛皮屑过敏;单一猫毛皮屑致敏率高于单一狗毛皮屑(8.2% vs2.3%,P<0.001);
猫狗毛皮屑致敏率具有相关性(r=0.386,P<0.001)。④2017-2019三年间,狗毛皮屑致敏率由7.4%下降为

4.6%,变化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8.298,P<0.001);而猫皮屑致敏率变化趋势不显著,但2019年较2017
和2018年仍呈上升趋势。结论:猫毛皮屑致敏率更高,且以重度致敏为主;猫狗毛皮屑致敏高峰年龄为青少年。
随着时间变化,猫毛皮屑致敏率逐渐上升,狗毛皮屑致敏率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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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sensitizationfeatureofcatanddogdanderandtimetrendinnorthernre-
gion.Methods:Duringyear2017toyear2019,subjectswithself-reportedallergicdiseasesreceivedskinpricktest
forcatanddogdanderallergen.Skinindex(SI)≥2+ wasconsideredaspositiveSPT.SI2+ wasdefinedasmild
sensitization,SI3+ wasdefinedasmoderatesensitizationwhileSI4+ wasdefinedasseveresensitization.Theage
andgenderdifferenceofsensitizationratebetweencatanddogdanderallergenwasanalyzed.Meanwhile,thetrend
ofcatanddogdandersensitizationratewasanalyzed.Results:Overall,16426subjectswereenrolledinthisstud-
y.① Thesensitizationrateofcatdander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dogdander(11.8%vs6.0%,P<0.001).
Severesensitizationrateofcatdander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dogdander(5.9%vs1.7%,P<0.001)while
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ofmildsensitizationrate.②Sensitizationageofcatdanderwasyoungerthan
dogdander(P<0.001).Sensitizationrateofcatanddogdanderwashigherinsubjects ≤18ycomparedwith
those>18y(20.2% vs10.9%,P<0.001;8.1% vs5.7%,P<0,001).Thehighestsensitizationratewas
presentedin13-18yagegroup(27.3%vs9.9%,P<0.001),followingby7-12yagegroup(26.0%vs9.2%,

P<0.001).Sensitizationrateofcatdanderwashigherinmalethaninfemale(13.7% vs10.7%,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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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nogenderdifferencewasobservedindogdandersensitization(6.2%vs5.8%,P=0.411).③595subjects
(3.6%)werebothsensitizedtocatanddogdanderwhile1733subjects(10.6%)weresensitizedeithertocator
dogdander.Singlesensitizationrateofcatdanderwashigherthansinglesensitizationrateofdogdander(8.2%vs
2.3%,P<0.001).Therewasa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thecatanddogdandersensitizationrate(r=0.386,

P<0.001).④During2017-2019,thesensitizationrateofcatdanderincreasedbutwithoutsignificantlystatistic
differencewhiledogdandersensitizationratewasdescendingfrom7.4%to4.6%significantly(χ2=38.298,P<
0.001).Conclusion:Catdandersensitizationratewashigherthandogdanderwithapeakageinadolescence.A
trendofrisingforcatdanderallergyanddescendingfordogdanderallergywasobservedduringthepastthree
years.

Keywords　catdander;dogdander;sensitizationrate;skinpricktest

　　现代社会中饲养宠物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宠物

过敏的患病率也逐渐升高[1]。宠物过敏是指对宠

物的毛发、皮屑等过敏所诱发的鼻痒、鼻塞、流涕、
喷嚏、哮喘、皮疹等不适[2-4]。其中,猫和狗是最常

见的致敏宠物。近年来,猫狗过敏的患病率呈现逐

年增高趋势[5-8],已经成为继尘螨、花粉过敏原之外

的第三大类吸入性过敏原。猫狗毛皮屑过敏在不

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具有不同的患病率和特点。目

前,国内关于吸入性过敏原的研究较多,大多为

sIgE过敏原分布特点的研究,集中分析常见吸入

过敏原的致敏特点。这类研究多将猫毛皮屑过敏

和狗毛皮屑过敏归类为动物毛皮屑过敏进行分析,
仅有少量sIgE研究对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不同的

致敏特点予以分析[9]。目前尚无独立分析猫毛和

狗毛不同致敏特点的皮肤点刺试验 (skinprick
test,SPT)。作为诊断过敏性疾病的重要工具,
SPT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在尘螨、花粉等

的致敏性研究上均体现了其应用价值[10-12]。因此,
本文回顾分析2017-2019年16426例SPT猫毛

皮屑和狗毛皮屑致敏的差异性,并了解猫狗毛皮屑

致敏的时间变化趋势,以指导临床诊疗工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人群

将2017年1月—2019年12月间在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门诊就诊的

16426例过敏性疾病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6100
例(37.1%),女 10326 例(62.9%);年龄 2~86
岁,中位年龄35岁。所有患者经门诊医生工作站

查询均来自北方地区,均经变态反应科专科医师诊

断为过敏性疾病且经过敏原检测。该研究经过我

院伦理委员会审批。研究人群按照不同年龄分为

未成年组(2~18岁)和成年组(>18岁),并进一步

分为2~6岁,7~12岁,13~18岁,19~29岁,
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共8个年

龄组。
1.2　研究方法

采用SPT对患者进行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过

敏原检测,采用组胺和生理盐水作为阳性和阴性对

照液。按照文献报道的方法进行SPT操作及结果

判断[12]。进行SPT前,所有患者停用抗组胺及相

关药物至少72h,SPT后15~20min观察皮肤反

应(风团和红晕)。
根据参考文献[12],采用皮肤指数(skinin-

dex,SI)计算风团大小与组胺风团的比值。SI1+:
风团小于阳性对照的一半;SI2+:风团为阳性对照

的一半;SI3+:风团与阳性对照大小相同;SI4+:
风团比阳性对照风团大1倍或以上。SI1+时SPT
为阴性;SI≥2+时,SPT为阳性,其中,SI2+为轻

度过敏,SI3+为中度过敏,SI4+时为重度过敏。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不同年龄分组、性别SPT 阳性率采用卡方

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检验,以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致敏情况分析

16426 例 患 者 中,猫 毛 皮 屑 致 敏 1943 例

(11.8%),狗毛皮屑致敏980例(6.0%),猫毛皮屑

致敏率显著高于狗毛皮屑(P<0.001)。从致敏级

别来看,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轻度致敏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3.4%vs3.0%,P>0.05);猫毛皮屑重

度致敏率显著高于狗毛皮屑(5.9% vs1.7%,P<
0.001)。
2.2　猫狗毛皮屑致敏的年龄分布特点

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致敏患者的年龄分别为

(28.85±14.56)岁和(32.67±15.83)岁,猫毛皮屑

致敏患者的年龄显著低于狗毛皮屑致敏患者(P<
0.001)。未成年人的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致敏率

显著高于成年人(20.2% vs10.9%,P<0.001;
8.1%vs5.7%,P<0.001)。

不同年龄组猫毛皮屑的致敏率均显著高于狗

毛皮屑(P<0.001)。13~18岁组猫狗毛皮屑致敏

率最高(27.3%vs9.9%,P<0.001),其次为7~
12岁组(26.0% vs9.2%,P<0.001),≥60岁组

致敏率最低(3.1%vs2.9%,P<0.001)。见表1。
2.3　猫狗毛皮屑致敏的性别差异

猫毛皮屑的致敏率男性显著高于女性(13.7%
vs10.7%,P<0.001),而狗毛皮屑的致敏率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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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2% vs5.8%,P=0.411)。
进一步将狗毛皮屑按照致敏程度进行性别比较,结
果发现,轻度致敏时,狗毛皮屑致敏率男性高于女

性(3.5%vs2.7%,P=0.01);而中度和重度致敏

时,狗毛皮屑致敏率无性别差异。
2.4　猫狗毛皮屑共同致敏性

如表2所示,16426例患者中,595例(3.6%)
同时对猫和狗的毛皮屑过敏。其中,猫毛皮屑致敏

患者中30.6%同时对狗毛皮屑过敏,而狗毛皮屑

致敏患者中60.7%同时对猫毛皮屑过敏。1733例

(10.6%)患者对猫毛皮屑或狗毛皮屑任意一种过

敏,其中单一猫毛皮屑致敏1348例(77.8%),单一

狗毛皮屑致敏385例(22.2%),单一猫毛皮屑致敏

率显著高于单一狗毛皮屑致敏率(8.2%vs2.3%,
P<0.001)。

不同猫狗毛皮屑致敏类型中,未成年人的致敏

率均显著高于成年人(P<0.05)。而仅有单一猫

毛皮屑致敏以及猫或狗毛皮屑致敏具有性别差异

(P<0.001)。

表1　不同年龄组猫狗毛皮屑致敏率的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猫毛皮

屑致敏

狗毛皮

屑致敏

2~6岁组 　597(3.6) 65(10.9)1) 38(6.4)

7~12岁组 969(5.9) 252(26.0)1) 89(9.2)

13~18岁组 670(4.1) 183(27.3)1) 66(9.9)

19~29岁组 3297(20.1) 598(18.1)1) 229(6.9)

30~39岁组 4448(27.1) 466(10.5)1) 273(6.1)

40~49岁组 2273(13.8) 179(7.9)1) 126(5.5)

50~59岁组 2165(13.2) 137(6.3)1) 101(4.7)

≥60岁组 2007(12.2) 63(3.1)1) 58(2.9)

合计 16426(100.0) 1943(11.8)1) 980(6.0)

　　与狗毛皮屑致敏比较,1)P<0.001。

表2　猫狗毛皮屑单独或共同致敏情况 例(%)

致敏类别
性别

男性 女性 P

组别

未成年组 成年组 P
合计

猫狗毛皮屑同时致敏 230(3.8) 365(3.5) 0.435 81(5.2) 514(3.5) <0.001 　595(3.6)

单一猫毛皮屑致敏 606(10.6) 742(7.6) <0.001 236(16.4) 1112(7.9) <0.001 1348(8.2)

单一狗毛皮屑致敏 146(2.8) 239(2.6) 0.515 46(3.7) 339(2.6) 0.019 385(2.3)

猫或狗毛皮屑致敏 752(12.3) 981(9.5) <0.001 282(18.0) 1451(9.8) <0.001 1733(10.6)

2.5　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致敏的相关性

将所有入组患者的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的致

敏进行 相 关 性 分 析,结 果 显 示:r=0.386,P <
0.001。
2.6　猫狗毛皮屑致敏的变化趋势

采用趋势卡方检验对2017-2019三年间的猫

狗毛皮屑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9年猫

毛皮屑致敏率为12.3%,较2017年的11.8%和

2018年的11.4%上升,但变化趋势无统计学意义

(P=0.406)。2017-2019年,狗毛皮屑致敏率由

7.4%下降到4.6%,呈现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38.298,P<0.001);与此同时,猫狗毛

皮屑致敏率之间的差异随着年限的递增而递增,由
2017年的4.4%增加到2019年的7.7%,差距逐渐

增大。
3　讨论

近年来,猫狗毛皮屑过敏越来越受到重视[4]。
本研究系统分析了过敏性疾病患者2017-2019年

间猫狗毛皮屑的致敏率特征及其变化趋势。
本文分别对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的致敏特征

进行了研究。许多过敏原的分析研究中,将猫毛皮

屑和狗毛皮屑过敏笼统地称为动物毛过敏[5,13-14]。
例如,马思远等[13]研究发现,北京地区变应性鼻炎

患者中,动物毛SPT阳性率为8.1%;广州一项10
年sIgE回顾性研究发现,猫狗毛皮屑过敏率为

23.4%[5]。但上述研究均未对猫毛皮屑和狗毛皮

屑进行单独分析,不能很好地解释两种动物毛之间

的致敏差异。
本研究发现,猫毛皮屑致敏率显著高于狗毛皮

屑,且以重度致敏为主,而狗毛皮屑以轻度致敏为

主。这与 国 外 的 大 部 分 研 究 结 果 一 致。美 国

2005-2006年全国性的调查发现宠物(猫/狗)毛
皮屑sIgE致敏率为15.7%,猫毛皮屑为12.1%,
狗毛皮屑为11.8%[7]。我国广州地区猫毛皮屑致

敏率为5.78%,狗毛皮屑致敏率为4.62%[9]。但

并非所有的研究均显示狗毛皮屑致敏率低于猫毛

皮屑。我国2009年一项全国性的SPT 致敏率调

查显示,猫毛皮屑阳性率为10.3%,低于狗毛皮屑

(14.0%),与本研究及其他结果不一致[15],可能与

年代和/或地域有关。此外,尽管大部分文献为

sIgE研究,但其变化趋势与SPT相同,从另一个角

度也体现了SPT在吸入性过敏原诊断中的价值。
本研究及既往部分研究均发现猫毛皮屑致敏

率显著高于狗毛皮屑,其原因可能如下:①居室内

猫与人类接触更为亲密,常居于卧室甚至床上,增
加了过敏原暴露的概率;②猫常有舔皮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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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腺体分泌的过敏原更易粘附于皮毛上,进而飘

散于居室内引起致敏;③猫的主要致敏蛋白组分可

在空气中形成<5μm 的颗粒,更易进入小气道,引
发哮喘等过敏反应[16];④狗的微生物组学与人类

更为接近,对人类微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一定的补充

作用,但猫毛并无这种效果[17-18]。Coelho等[18]评

估了狗的肠道微生物组,发现与人类肠道微生物的

基因组成有很多相似点。Sitarik等[19]研究认为,
家中养狗可以改变居室尘土中的微生物组学,增加

细菌的丰度,从而起到对过敏的保护作用。综上,
猫毛皮屑致敏率通常高于狗毛皮屑。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猫狗毛皮屑致敏具有独特

的年龄分布特点,未成年人致敏率显著高于成年

人。进一步年龄亚组分析后发现,猫狗毛皮屑的致

敏高峰期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与尘螨和花粉的致

敏高峰期在青壮年时期不同。这可能与患者暴露

于过敏原中的时间和强度不同有关。因此,尘螨及

花粉过敏的患者中,青壮年致敏率最高,其次为中

年人和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致敏率相对较低。儿

童和青少年喜爱宠物,与其亲密接触的时间相对较

长,因此致敏率较其他年龄组更高。我国一项针对

变应性鼻炎/哮喘的研究显示,儿童猫毛皮屑的过

敏原阳性率高于成人,而狗毛皮屑的过敏原阳性率

低于成人,青少年和年轻人(15~24岁年龄组)狗
和猫变应原的阳性检出率最高[15]。与我们的研究

结果相似。
本研究发现猫毛皮屑致敏率男性高于女性,但

狗毛皮屑未见明显差异,这与国外的一项研究不完

全一致。2013年德国一项研究发现,狗毛皮屑致

敏率男性为11.6%,女性为7.6%;猫毛皮屑致敏

率男性为9.6%,女性为6.6%[20]。与本研究结果

不完全一致。国内的一项sIgE研究并未发现猫狗

毛皮屑的致敏性别差异[9]。因此,猫狗毛皮屑的致

敏性别特点仍待更多研究以明确。
我们的研究显示猫狗毛皮屑的共同致敏率很

高,且狗毛皮屑过敏中约三分之二为共同致敏。猫

毛皮屑和狗毛皮屑组分蛋白可以解释猫狗毛皮屑

的共同致敏和单一致敏现象。目前已经鉴定的猫

致敏蛋白组分有8种。Ohman等[3]在1974年首

次将猫毛皮屑中的主要致敏蛋白Feld1鉴定出来,
该组分是一个分泌性球蛋白,90%以上对猫过敏的

患者血清中可检测到针对Feld1的sIgE抗体,且
该组分很少与其他蛋白组分发生交叉过敏反应,这
也揭示了本研究中单一猫毛皮屑致敏率显著高于

狗毛皮屑的原因。目前已经鉴定的狗主要致敏蛋

白有7种[21],Canf1和 Canf5是其主要致敏蛋白

组分[4,16],Canf1、2、4、6与 Feld4一样,属于载脂

蛋白家族,Canf3为血清白蛋白,与Feld2属同一

蛋白家族。这些组分尽管序列同源性仅有20%~

30%,但它们的蛋白三级结构高度相似,因此,狗毛

皮屑过敏患者倾向于共同致敏。这正是由脂钙蛋

白家族的蛋白同源性引起[22]。
吸入性过敏原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一直受到关

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通
常过敏性疾病患病率会逐年增加,吸入性过敏原的

致敏率也逐年增加。韩国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发

现,儿童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致敏率均呈上升趋

势[23]。美国动物毛皮屑致敏率10年间从16.5%
上升至28.6%,每年以1.3%的速率递增[7]。2009
年在欧洲约有26%的成人对猫毛皮屑过敏,而在

1992年,猫毛皮屑过敏率仅为8.8%[4,24]。瑞士的

一项研究显示,1996—2006年间,儿童群体中猫毛

皮屑致敏率由13%增长为19%[6]。本研究的3年

周期发现,猫毛皮屑致敏率有所增加,而狗毛皮屑

致敏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可能与本中心回顾性

研究的人群有关,多数就诊患者来自城市地区,家
庭中饲养猫的概率更高,与猫毛皮屑接触的机会增

加,从而导致致敏率增加。而狗毛皮屑致敏率的下

降,一方面与城市养狗比例减少有关,另一方面与

狗微生物组对过敏的保护作用有关。更长周期的

趋势观察将有助于得出循证医学证据更为充足的

结论。
猫狗毛皮屑过敏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回避过

敏原[22,25]。此外,定期给猫狗洗澡、修剪毛发、使用

高效空气过滤器清理房间、养育“低敏”品种的猫狗

等措施均可降低环境中猫毛和狗毛的浓度。猫狗

毛的黏附能力强,衣物是猫狗毛过敏原的重要载

体。如果将猫狗养在 室 外,其 致 敏 性 将 大 大 降

低[22]。最后,对持续出现过敏症状、且无法避免接

触的患者,可进行猫狗毛皮屑特异性免疫治疗(脱
敏)。对猫毛皮屑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效果显著,
而狗毛皮屑的效果却不理想[25-26]。

本研究为一项回顾性分析,研究的优势在于:
①分别对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进行了致敏特征分

析;②对猫狗毛皮屑3年间的致敏趋势进行分析。
但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①本研究人群为自报过

敏性疾病患者,未区分疾病种类、未研究不同疾病

类型患者中猫狗毛皮屑的致敏差异;②本研究为致

敏性分析,未对致敏患者进行随访以确认其是否真

正对猫狗毛皮屑过敏;③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未
进行队列随访研究。因此,本研究后续可随访猫狗

毛皮屑致敏患者,分析其在不同过敏性疾病中的致

敏性差异,分析其随时间的消长规律,为临床提供

更好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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