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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明确!光"接触性变应原与慢性光线性

皮炎!’9,"间的关系#以多形性日光疹!:;<"和慢

性湿疹患者作为对照#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我院就诊的 #$ 例 ’9, 患者进行了光斑贴试验

和斑贴试验$

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我院门诊和病

房就诊的 ’9,%:;<%慢性湿疹患者$ ’9, 诊断参照

=>>" 年 72..)? 和 @0AB 标准&=’#符合(!光暴露部位

持续性湿疹样改变#持续时间!= 年)"对长波紫外

线!C69"和D或中波紫外线!C6E" 异常敏感)#除外

:;<%卟啉症%红斑狼疮等其他光照相关疾病$ :;<
患者符合 &!’(!光暴露部位暂时性或间歇性湿疹样

损害#日晒后数分钟或数小时发生#= 周左右自行缓

解)"最小红斑量!F<,"测定一般在正常范围 &%#G’#
少数患者可以伴有 C69HF<, 和D或 C6EIF<, 降

低) #除外卟啉症% 红斑狼疮等其他光照相关性疾

慢性光线性皮炎的光斑贴试验和斑贴试验

王丽英 常宝珠 陈昆 顾恒 郑家润

*摘要+ 目的 确定!光"接触性变应原在慢性光线性皮炎!J(.2*)J 0J1)*)J K-./01)1)?#’9,"发病中的

作 用$ 方 法 依 照 英 国 光 学 皮 肤 病 研 究 组 推 荐 的 光 斑 贴 试 验 方 案 以 及 常 规 斑 贴 试 验 方 案 # 以 :()3)L?
M;!"ND">7 为光源#采用标准光斑贴和斑贴试剂盒#对 #$ 例 ’9,%G! 例多形性日光疹!L23O/2.L()J 3)P(1
-.5L1)2* #:;<" 和 !# 例头面部慢性湿疹患者进行了光斑贴和斑贴试验$ 结果 #$ 例 ’9, 患者中光斑

贴试验阳性 !$ 例占 G$8G%Q# 斑贴试验阳性 %! 例占 #R8=GQ# 二者均为阳性 =& 例占 %!8=GQ# 明显高于

:;< 患者中的相应比率$ ’9, 患者斑贴试验变应原阳性率接近头面部慢性湿疹#且阳性变应原出现频率

和次序基本相同#依次为芳香混合物%秘鲁香脂%对苯二胺%氯化钴和硫酸镍$’9, 中最常见的变应原为芳

香混合物和秘鲁香脂# 两者占斑贴试 验 阳 性 反 应 的 百 分 数 分 别 为 GGQ和 %!Q# 光 斑 贴 试 验 则 分 别 为

=#8%&Q和 =R8>#Q$ 结论 !光"接触性变应原与 ’9, 发病密切相关$ ’9, 患者应避免接触斑贴和光斑

贴试验中呈阳性反应的变应原及其可引起交叉反应的相关化合物$

*关键词+ 皮炎#光变态反应) 斑片试验) 皮肤试验

!"#$#%&$’" &() !&$’" *+,$-(. -( /"0#(-’ 1’$-(-’ 2+03&$-$-, !"#$ %&!’&()* +,"-$ ./0!123* +,4-
53(* $6 ,7()* 8,4-$ 9&/!:3(; <(=>&>3>7 0? @7:A/>0B0)’* +2&(7=7 "C/D7A’ 0? E7D&C/B FC&7(C7=* G7H&() 6!
(&0( E7D&C/B +0BB7)7* -/(I&() !=""G!4 ’()*0

*14,$0&’$+ 546+’$-7+ M2 ?15KO 1(- .23- 2S L(212033-.P-*? 0*K J2*10J1 033-.P-*? )* 1(- L01(2P-*-?)? 2S
J(.2*)J 0J1)*)J K-./01)1)? !’9,"8 8+$"#), E0?-K 2* 1(- ?10*K0.K L.2J-K5.-? 2S L(212L01J( 1-?1 .-J2/!
/-*K-K TO 1(- E.)1)?( :(212K-./01232PO U.25L !E:U" 0*K 1(- .251)*- L.2J-K5.-? 2S L01J( 1-?14 L(212L01J(
0*K L01J( 1-?1? A-.- L-.S2./-K 2* #$ L01)-*1? A)1( ’9,4 G! L01)-*1? A)1( L23O/2.L(25? 3)P(1 -.5L1)2* !:;<"
0*K !# L01)-*1? A)1( J(.2*)J -JV-/0 2* ?J03L 0*K S0J- TO ?10*K0.K L(212L01J( 1-?1 ?-.)-? .-J2//-*K-K TO 1(-
W*1-.*01)2*03 ’2*10J1 ,-./01)1)? X-?-0.J( U.25L !W’,XU" 0*K (2/-!/0K- ?10*K0.K ?-.)-? 2S J2*10J1 033-.!
P-*?8 9 ?-1 2S 1-* :()3)L? M;!"ND">7 15T-? A0? 5?-K 0? 1(- ?25.J- 2S )..0K)01)2*8 9+,:;$, W* 1(- #$ ’9,
L01)-*1?4 1(- L2?)1)Y- .01-? A-.- G$8G% Q4 #R8=G Q 0*K %!8=GQ S2. L(212L01J( 1-?14 L01J( 1-?1 0*K T21( 1-?1?4
.-?L-J1)Y-3O4 A()J( 0LL-0.-K 12 T- ?)P*)S)J0*13O ()P(-. 1(0* 1(2?- )* 1(- L01)-*1? A)1( :;<8 :2?)1)Y- L01J( .-!
0J1)2*? A-.- S25*K )* $#Q 2S 1(- L01)-*1? A)1( J(.2*)J -JV-/04 A()J( A0? ?)/)30. 12 1(01 2S ’9,8 9*K 1(- S.-!
Z5-*JO 2S 1(- L2?)1)Y- 033-.P-*? )* J(.2*)J -JV-/0 A0? 1(- ?0/- 0? 1(01 )* ’9,4 )* A()J( S.0P.0*J- /)[15.-
!\F" .0*B-K 1(- S).?14 S2332A-K TO T03?0/ 2S :-.5 !E]:"4 J2T031 J(32.)K-4 *)JB-3 ?53L(01-8 W* ’9,4 \F 0*K
E]: A-.- 1(- /2?1 J2//2* 033-.P-*? 0*K L(212033-.P-*?4 A()J( 0JJ25*1-K S2. GGQ 0*K %!Q 2S 1(- L2?)1)Y-
.-0J1)2*? )* L01J( 1-?1?4 =#8%&Q 0*K =R8>#Q )* L(212L01J( 1-?1?4 .-?L-J1)Y-3O8 /#(’;:,-#(, E21( L(212033-.!
P-*? 0*K J2*10J1 033-.P-*? /0O L30O )/L2.10*1 .23-? )* 1(- L01(2P-*-?)? 2S ’9,8 933-.P-*? L2?)1)Y- )* L01J(
1-?1? 0*K L(212L01J( 1-?1? 0*K .-301-K J2/L25*K? A()J( J0* J05?- J.2??!.-0J1)Y)1O A)1( 1(- 0T2Y- 033-.P-*?
?(253K T- 0Y2)K-K TO 1(- L01)-*1? A)1( ’9,8

*<+= >#0),+ :01J(1-?1?^ ,-./01)1)?_ L(212033-.P)J^ ‘B)* 1-?1?

,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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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慢性湿疹患者符合"!年龄!#" 岁#"头面部反

复发作的红斑$ 丘疹等损害% 持续时间!9 年##
:;,测定在正常范围# $除外慢性光接触性皮炎!
受试者背部无炎症$色素沉着$瘢痕等#近 9 个月内

测试部位未直接接受日晒#口服泼尼松者停药 ! 周后%
口服抗组胺药物者停药 % < 后进行试验#所有受试者

$ 个月内无服用光敏性药物和其他免疫抑制剂史!
二$:;, 测定

9! 仪器" 光源为 =>69""" 型日光紫外模拟仪

&上海希格玛高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灯管为功率 9 """
? 的短弧氙灯! >6@ 和 >6A 滤光片分别在 B?A!
和 B?A9 基础上多层镀膜! >6@$>6A 辐照计(上海

希格玛高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通过美国 =230. C)D(1
’28 公司生产的 =230. E:@ 系列辐照计 &具有美国

7F=G 标定证书’校正)测定输出功率! :;, 测定器

共有 & 个照射孔%孔面积 9 H/!%照射距离 9" H/%照

射剂量以 !" 为系数递增! !!" 6 电压%I" @ 电流的

条件下%照射剂量 >6@ $JK" +LH/!%>6A $JK"/+LH/!!
!! 方法"测定部位为下腹部衣物覆盖区! 终点

指标为照射后 !I ( 照射部位刚可察觉 &无明显边

界’的红斑! % 名观察者同时判断%至少两名观察者

同时认可的剂量为测定结果! 如 :;, 超过预定范

围%则适当调整照射时间后重复进行!
三$光斑贴试验

98 仪器"照射光源为一组 9" 个 E()3)MN GC!" ?L
"O 7 荧光灯管&上海希格玛高技术有限公司组装’%
>6A 含量#"8#P! 照射距离 9" H/%!" H/ " !" H/
范围内任意位置%输出功率均为 I /?LH/!! 辐照计

与 :;, 测定相同!
!8 光斑贴试验试剂" 国际接触性皮炎研究组

&F’,QR’推荐的标准光斑贴试验试剂盒&瑞典诊断

化学技术公司生产% 北京元康医学实用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包括 !" 种变应原%分别为 98"P 三氯

碳胺$98"P 盐酸氯丙嗪$#8"P IS氨基苯甲酸$98"P
三溴水杨酸苯胺$"89P盐酸氯丙嗪$!8"P !S羟基S
IS甲氧基苯甲酮$98"P $S甲基香豆素&$S:’’$98"P
硫双二氯酚$98"P 硫双对氯酚$"89P &T’S地衣酸$
"89P 地衣那酸$!"8"P 木材混合物&松树$云杉$桦

木$柚木’$"89P 煤地衣二酸$!#8"P 秘鲁香脂$"89P
四氯水杨酸苯胺$"89P 六氯双酚$"8#P 葡萄糖酸洗

必泰$!8"P F.D0N0* ,E %""$98"P 盐酸苯海拉明$$8"P
芳香混合物! 斑试器为聚乙烯塑料制成的 FU 芯室!

%8 方法(I%#)"将 ! 份标准光斑贴变应原分别注入

FU 芯室%分贴于上背部中线两侧&一侧作为照射侧%

另一侧为对照’%避开中线和肩胛骨#!I ( 后去除 FU
芯室%照射侧接受 # +LH/! 或 9L! :;,&>6@ S :;,
小于 9" +LH/! 者’ >6@ 照射%照射距离 9"H/#照射

过程中适当遮盖非照射部位%照射结束后仍以 FU 芯

室覆盖! I& ( 后读取结果!
I8 结果判断 (I%#)"依据反应程度%依次分为"" 为

无反应##为可疑红斑#9 为轻度红斑#! 为中等度红

斑#% 为红斑$水肿#I 为红斑$水肿$水疱! 9 级以上

为阳性反应! 对每一变应原而言% 对照侧反应为阴

性%照射侧为阳性%提示其为光变态反应#双侧均为

阳性反应% 如程度相同% 提示其为接触性变态性反

应#如照射侧反应程度大于对照侧%则为同时存在光

变态反应和接触性变态反应!
四$斑贴试验

*辨敏牌+斑贴试验标准化筛选抗原&江苏省康

宁医学发展公司提供’共 !" 种和 V)** 斑试室! 变应

原分别置于芯室后% 将斑试室贴于受试者下背部两

侧%避开中线!I& ( 和 K! ( 后读取结果!反应程度分

级同光斑贴试验($)!

结 果

’@, 患者共 #$ 例% 男 I# 例% 女 99 例! 依据

V)1WM01.)HX 分类%所有患者皮肤类型均为%型! 平均

年 龄 ##8"I 岁&!O JK$ 岁’%平 均 病 程 I89$ 年&9 J
9K 年’%平均发病年龄 #"8$I 岁&!I JK! 岁’! 参照

:;, 正常值 (%)%>6@S:;, 下降 #I 例%范围 9 J!"
+LH/!! >6AS:;, 下降 I% 例%范围 !8K J!" /+LH/!!
EC; 患者 I! 例%男 99 例%女 %9 例! 皮肤类型&型

9$ 例%%型 !$ 例! 平均年龄 !O8"# 岁&9" J#9 岁’%
平均病程 %8"O 年 &I 个月 J9" 年’% 平均发病年龄

!$8"% 岁&K JI$ 岁’! 仅 I 例患者 >6@S:;, 降低%
范围 $ J9% +LH/!%>6AS:;, 均在正常范围! 慢性

湿疹患者 !# 例%男 !9 例%女 I 例! 皮肤类型&型 9
例%%型 !I 例! 平均年龄 #%8!9 岁&%$ JK9 岁’%平

均病程 %8!I 年&9 J9I 年’%平均发病年龄 IK8%! 岁

&%9 J$O 岁’! :;, 测定均在正常范围!
#$ 例 ’@, 患者中光斑贴或斑贴试验呈阳性反

应共 I" 例%占 K98I%P%其中两者均呈阳性反应 9&
例 % 占 %!89IP % 二 者 均 呈 阴 性 反 应 9$ 例 % 占

!&8#KP!仅光斑贴试验呈阳性反应 & 例%占 9I8!OP%
仅斑贴试验呈阳性反应 9I 例%占 !#P! EC; 患者中

光斑贴或斑贴试验呈阳性反应 & 例% 占 9O8"IP%两

者均呈阳性 9 例%占 !8%&P%二者均呈阴性反应 %I
例% 占 &"8O#P! 仅光斑贴试验呈阳性反应 ! 例%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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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仅斑贴试验呈阳性反应 # 例!占 <<8=";"
标准光斑贴试验##$ 例 ’>, 患者呈阳性反应

!$ 例!占 9$89%;!其中对 < 种变应原呈阳性反应 &
例!占 <98!=;!! 种 : 例!占 <!8#;!! 种以上 << 例!
占 <=8$9;" 阳性反应累计 :& 次!各变应原所占百分

数由高至低依次为秘鲁香脂 <:8=#;$ 盐酸异丙嗪

<$8$:;$芳香混合物 <#8%&;$盐酸氯丙嗪 <"8!$;$
$?甲基香豆素 $89<;$硫双对氯酚 $89<;$四氯水杨

酸苯胺 $89<;!三氯碳胺$三溴水杨酸苯胺$!?羟基?
9?甲氧基苯甲酮$ 葡萄糖酸洗必泰$@.A0B0* ,C%""
均为 !8#$;!9?氨基苯甲酸$硫双二氯酚$木材混合

物$ 煤地衣二酸$ 六氯双酚$ 盐酸苯海拉明均为

<8!&;!地衣那酸$%D&?地衣酸无阳性反应" 而 CEF
患者呈阳性反应 % 例! 其中 ! 例同时对盐酸异丙嗪

和盐酸氯丙嗪反应阳性!< 例对芳香混合物呈阳性

反应!其余结果均为阴性"
标准斑贴试验##$ 例 ’>, 患者呈阳性反应 %!

例!占 #:8<9;’对 < 种变应原呈阳性反应 <9 例!占

!#;’! 种呈阳性反应 <% 例!占 !%8!<;’! 种以上呈

阳性反应 # 例!占 &8=%;" 阳性反应累计 $# 次!各变

应 原 所 占 百 分 数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芳 香 混 合 物

!$8<#;$秘鲁香脂 <#8%&;$硫柳汞 <"8::;$对苯二

胺 =8!%;$氯 化 钴 =8!%;$硫 酸 镍 $8<#;$重 铬 酸 钾

98$<;$松香 %8"&;$黑橡胶混合物 %8"&;$对叔丁基

苯 酚 甲 醛 树 脂 %8"&;$ 卡 巴 混 合 物 %8"&;$ 甲 醛

%8"&;$ 苯唑卡因 <8#9;$ 对羟基苯甲酸酯混合物

<8#9;" 秋兰姆混合物$硫酸新霉素$羊毛醇$巯基混

合物$环氧树脂$次乙基二胺无阳性反应" 头面部慢

性湿疹患者中 <9 例%#$;&呈阳性反应!对 < 种变应

原呈阳性反应 $ 例! 占 !9;!! 种呈阳性反应 # 例!
占 !";!! 种以上呈阳性反应 % 例!占 <!;" 阳性反

应累计 !$ 次" 各变应原所占百分数由高到低依次

为#芳香混合物 9!8%<;$秘鲁香脂 !$8=!;$对苯二

胺 :8$=;$氯化钴 %8&#;$硫酸镍 %8&#;$秋兰姆混合

物 %8&#;$环氧树脂 %8&#;$卡巴混合物 %8&#;$次乙

基二胺 %8&#;" CEF 患者 $ 例%<98!=;&呈阳性反应!
阳性反应累计 <$ 次!各变应原占阳性反应百分数由

高到低依次为#硫酸镍 %<8!#;$氯化钴 !#;$芳香混

合物 !#;$重铬酸钾 $8!#;$黑橡胶混合物 $8!#;$
环氧树脂 $8!#;"

讨 论

’>, 患者的皮肤通常处于高反应状态!斑贴试

验!尤其是光斑贴试验中!测定部位应用变应原后还

需要接受一定剂量的 G6> 照射!容易出现假阳性结

果"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采用了 @’,HI 标准

光斑贴试剂盒和标准光斑贴光源 %JE!"KL"=7&!以

减少变应原浓度过高或掺杂 G6M 照射后引起的刺

激反应" 照射剂量参照英国光学皮肤病研究组推荐

的 # +LN/!!对 G6> 高度敏感的患者则以 <L!OF, 照

射" #$ 例患者试验时间均在缓解期"
’>, 患者斑贴试验阳性率与文献报道接触性

皮炎$湿疹的结果基本一致!但呈阳性反应的变应原

频率并不相同" ’>, 各变应原阳性率依次为#芳香

混合物$秘鲁香脂$对苯二胺$氯化钴和硫酸镍!而在

接触性皮炎和湿疹的男性患者中以重铬酸钾$ 氯化

钴$硫酸镍$芳香混合物等阳性率较高" 本研究中进

一步将 ’>, 和临床表现与之相近的 #" 岁以上头面

部慢性湿疹的患者进行比较! 发现两者不仅阳性率

%’>,#:8<9P!湿疹 #$;&相近!而且除 ’>, 患者中

硫柳汞阳性率也较高以外! 变应原阳性率由高到低

排列次序完全相同!这一结果提示 ’>, 与头面部慢

性湿疹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 病史提示 %#;’>, 患

者曾患湿疹! 而研究显示部分 ’>, 患者初发病时

OF, 可在正常范围($)!据此有理由认为!头面部光暴

露部位为主的湿疹患者存在发展为 ’>, 的可能性"
’>, 患者中仅 # 例%=8"<;&病史中提示发病与接触

某种特殊物质相关! 而斑贴和光斑贴试验中多种变

应原均显示了较高的阳性率!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尽

量在发病早期常规进行斑贴和光斑贴试验以便及早

发现%光&接触性变应原!尽可能缩短病程"我们的结

果证实 ’>, 患者对多种%光&接触性变应原呈阳性

反应!说明%光&接触性变应原的存在与 ’>, 发病密

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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