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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慢性胃炎患者食物不耐受特点及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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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战区空军医院１．消化内分泌科；２．干部病房，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６２）

［摘　要］　目的　探究不同年龄段慢性胃炎（ＣＧ）患者食物不耐受（ＦＩ）特点及其与幽门螺杆菌（Ｈｐ）感染的关系。

方法　选择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０２２年８月某院收治的ＣＧ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年龄分为青壮年组和老年组；根据是

否 Ｈｐ感染，分为感染组和未感染组。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及１４种食物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Ｇ（ＩｇＧ）水平。

应用统计学软件分析检测结果，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危险因素，并评价模型的预测价值。结果　共收治

ＣＧ患者１０８例，其中男性６５例，女性４３例；青壮年组（１８～６４岁）７８例，老年组（≥６５岁）３０例；Ｈｐ感染组６０例，

未感染组４８例。１４种食物ＦＩ检测总阳性率为５６．４８％（６１／１０８）。ＦＩ阳性率最高的５种食物：虾（４４．４４％）、鸡

蛋（４０．７４％）、螃蟹（３５．１９％）、大豆（３１．４８％）和鳕鱼（２９．６３％）。ＦＩ阳性率最高的５种食物，青壮年组为鸡蛋

（４６．１５％）、虾（３８．４６％）、大豆（３７．１８％）、鳕鱼（３２．０５％）和螃蟹（２９．４９％）；老年组为虾（６０．００％）、螃蟹（５０．００％）、

鸡肉（３３．３３％）、大米（３３．３３％）和鸡蛋（２６．６７％）。不同年龄组患者的６种食物（螃蟹、鸡蛋、牛奶、虾、大豆和小

麦）ＦＩ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与 Ｈｐ未感染组相比，感染组年龄＜６５岁、男性、吸烟的

患者比例及ＩｇＧ抗体水平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感染组ＦＩ阳性率为６５．００％，非感染组

为４５．８３％，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３．９８５，犘＝０．０４６）。两组患者６种食物（鳕鱼、螃蟹、鸡蛋、蘑菇、牛

奶和虾）的ＦＩ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调整年龄、性别和吸烟因素后，海鲜类与非海鲜类

ＦＩ为 Ｈｐ感染的危险因素（均犘＜０．０５）。预测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ＯＣ）曲线评价结果显示，其准确性较高。

结论　ＣＧ患者普遍存在ＦＩ，ＦＩ与年龄相关。ＦＩ检测结果可为患者的饮食提供指导，降低食物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Ｈｐ感染易诱发ＦＩ，ＦＩ可增加 Ｈｐ感染风险。

［关　键　词］　慢性胃炎；食物不耐受；食物不良反应；幽门螺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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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抗菌药物以及食品添加剂的滥用，食物不良

反应（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发生风险大幅上升，儿童

（３％～１５％）和成人（６％～８％）均会出现食物ＡＲ
［１］。

患者需限制饮食，其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食物

ＡＲ包括食物过敏和食物不耐受（ｆｏｏｄ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ＦＩ）。ＦＩ亦称为慢性食物过敏，其由免疫球蛋白Ｇ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Ｇ，ＩｇＧ）介导
［２］。目前，临床已广

泛采用检测ＩｇＧ来诊断食物过敏相关疾病
［３４］。然

而，ＦＩ相关疾病临床表现多样，且部分无特异性，常

被忽视，易发生误诊、漏诊。

幽门螺杆菌（犎犲犾犻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狆狔犾狅狉犻，Ｈｐ）感染分

布范围广，各年龄段人群均有较高感染风险［５］。我

国 Ｈｐ感染率为３４．５２％～８０．５５％
［６］。食品种类、

膳食结构、饮食方式及饮食习惯等，均可为 Ｈｐ经口

入并于胃腔黏膜定植及繁殖提供条件。ＦＩ是将各

种食物抗原当作有害物质，并发生保护过度的免疫

反应（ｉｍｍｕｎ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ＩＲ），产生复合物（食物颗粒

ＩｇＧ抗体）而引发炎症反应
［７］。目前，我国ＦＩ阳性

率为５６％～８２．７％
［６］。Ｈｐ感染和ＦＩ均可对胃肠

道功能造成严重影响，引发一系列消化不良症状（腹

泻、泛酸等），因二者症状过于相似而不易被区分，从

而延误诊断。故 Ｈｐ感染和ＦＩ均已成为各国亟待

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已有消化道疾病、慢性

腹泻等疾病与ＦＩ关系的文献报道
［８９］，但尚缺乏有

关慢性胃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ＣＧ）患者ＦＩ情况的

报道。故本研究选择ＣＧ患者为研究对象，以了解

不同年龄段人群ＦＩ情况，并探讨 Ｈｐ感染与ＦＩ的

相关性，为疾病预防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０２２年８月

某院收治的ＣＧ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年龄分为青

壮年组（１８～６４岁）和老年组（≥６５岁）；根据是否

Ｈｐ感染，分为感染组和未感染组。本研究经该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１）符合ＣＧ诊断标准
［１０］；（２）年龄

≥１８岁；（３）临床资料完整；（４）首次接受
１３Ｃ尿素呼

吸试验（１３Ｃｕｒｅａｂｒｅａｔｈｔｅｓｔ，１３ＣＵＢＴ）及ＦＩ检测；

（５）近４周未服用抗菌药物、铋剂类及抑菌类药物；

（６）近２周停用质子泵抑制剂、Ｈ２ 受体拮抗剂等抑

酸剂；（７）无胃部手术史及相关器质性疾病。排除标

准：（１）不配合本研究者；（２）严重脏器功能损伤；（３）

其他部位良、恶性肿瘤。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资料收集　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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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吸烟、饮酒、过敏性疾病（药物、食

物过敏，过敏性皮炎、鼻炎、哮喘、肠炎等）、ＣＧ类型。

１．２．２　检测方法与设备　检测食物特异性ＩｇＧ抗

体试剂盒（德国ＢｉｏｍｅｕｒｏｐｅＧｍｂＨ 公司），检测对

象包括牛肉、鸡肉、猪肉、鳕鱼、螃蟹、虾、大米、大豆、

小麦、玉米、牛奶、鸡蛋、蘑菇和西红柿。ＦＩ阴性：

ＩｇＧ＜５０Ｕ／ｍＬ，０级，安全；≥５０Ｕ／ｍＬ为阳性，其

中５０～１００Ｕ／ｍＬ为Ⅰ级轻度敏感，１０１～２００Ｕ／ｍＬ

为Ⅱ级中度敏感，≥２０１Ｕ／ｍＬ为Ⅲ级重度敏感。

１．２．３　
１３ＣＵＢＴ试验　空腹或禁食２ｈ以上，呼

气约１００ｍＬ；口服１３Ｃ尿素试剂（７５ｍｇ）水溶液

（１００ｍＬ），３０ｍｉｎ后，呼气约１００ｍＬ，采用 ＨＹ

ＩＲＦＸＣ型质谱分析仪测定上述２次呼气的１３Ｃ含

量，根据超基准值（Ｄｅｌｔａｏｖｅｒ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ＤＯＢ）判断

是否 Ｈｐ感染，≥４‰为感染，＜４‰为未感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应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３．０，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狋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χ
２ 检验。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危险因

素。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

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曲线及曲线下面积（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ＡＵＣ）并建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预测模型。犘≤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０２２年８月共收治

ＣＧ患者１０８例，其中男性６５例，女性４３例；年龄

１８～８５岁，平均（４７．２０±１０．３１）岁；ＣＧ类型：经胃

镜检查，病理诊断慢性浅表性胃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ｓｕｐｅｒｆｉ

ｃｉａｌ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ＣＳＧ）９２例，慢性萎缩性胃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ｔｒｏｐｈｉｃ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ＣＡＧ）１６例。青壮年组（１８～６４

岁）７８例，老年组（≥６５岁）３０例；Ｈｐ感染组６０例，

未感染组４８例。

２．２　不同食物ＦＩ检测结果分布情况　１４种食物

ＦＩ检测总阳性率为５６．４８％（６１／１０８）。ＦＩ阳性率

最高的５种食物：虾（４４．４４％）、鸡蛋（４０．７４％）、螃

蟹（３５．１９％）、大豆（３１．４８％）和鳕鱼（２９．６３％）；最

低的５种食物：牛肉（６．４８％）、牛奶（１２．９６％）、小麦

（１８．５２％）、西红柿（２０．３７％）和玉米（２１．３０％）。见

表１。

表１　１０８例ＣＧ患者ＦＩ检测结果分布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１０８Ｃ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食物 ０级（例） Ⅰ级（例） Ⅱ级（例） Ⅲ级（例） 阳性率（％）

牛肉 １０１ ６ １ ０ ６．４８

鸡肉 ７９ １９ ７ ３ ２６．８５

鳕鱼 ７６ ２３ ８ １ ２９．６３

玉米 ８５ １５ ６ ２ ２１．３０

螃蟹 ７０ ２７ １０ １ ３５．１９

鸡蛋 ６４ １７ １４ １３ ４０．７４

蘑菇 ８２ １７ ７ ２ ２４．０７

牛奶 ９４ ６ ５ ３ １２．９６

猪肉 ８３ １８ ６ １ ２３．１５

大米 ７７ ２０ ６ ５ ２８．７０

虾 ６０ ２７ １７ ４ ４４．４４

大豆 ７４ ２０ １１ ３ ３１．４８

西红柿 ８６ １３ ６ ３ ２０．３７

小麦 ８８ １１ ６ ３ １８．５２

２．３　不同年龄组患者ＦＩ检测结果分布情况　青壮

年组ＦＩ阳性率最高的５种食物：鸡蛋（４６．１５％）、虾

（３８．４６％）、大豆（３７．１８％）、鳕鱼（３２．０５％）和螃蟹

（２９．４９％）；老年组：虾（６０．００％）、螃蟹（５０．００％）、

鸡肉（３３．３３％）、大米（３３．３３％）和鸡蛋（２６．６７％）。

ＦＩ总阳性率老年组为２６．４３％（１１１／４２０），青壮年组

为２５．８２％（２８２／１０９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

０．０５８，犘＝０．８１０）。不同年龄组患者的６种食物

（螃蟹、鸡蛋、牛奶、虾、大豆和小麦）ＦＩ阳性率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其中螃蟹、牛

奶、虾ＦＩ阳性率老年组＞青壮年组；鸡蛋、大豆、小

麦ＦＩ阳性率青壮年组＞老年组。见表２。

２．４　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与

Ｈｐ未感染组相比，感染组年龄＜６５岁、男性、吸烟

的患者比例及ＩｇＧ抗体水平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见表３。

２．５　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者ＦＩ阳性率比较　感染

组ＦＩ阳性率为６５．００％（３９／６０），非感染组为４５．８３％

（２２／４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３．９８５，

犘＝０．０４６）。两组患者６种食物（鳕鱼、螃蟹、鸡蛋、

蘑菇、牛奶和虾）的ＦＩ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犘＜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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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年龄组患者ＦＩ检测结果分布情况及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

食物

青壮年组（狀＝７８）

０级

（例）
Ⅰ级

（例）
Ⅱ级

（例）
Ⅲ级

（例）

阳性率

（％）

老年组（狀＝３０）

０级

（例）
Ⅰ级

（例）
Ⅱ级

（例）
Ⅲ级

（例）

阳性率

（％）

χ
２ 犘

牛肉 ７３ ４ １ ０ ６．４１ ２８ ２ ０ ０ ６．６７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１

鸡肉 ５９ １３ ５ １ ２４．３６ ２０ ６ ２ ２ ３３．３３ ０．８８８ ０．３４６

鳕鱼 ５３ １８ ６ １ ３２．０５ ２３ ５ ２ ０ ２３．３３ ０．７９０ ０．３７４

玉米 ６１ １１ ４ ２ ２１．７９ ２４ ４ ２ 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４２ ０．８３８

螃蟹 ５５ １５ ７ １ ２９．４９ １５ １２ ３ ０ ５０．００ ３．９９８ ０．０４６

鸡蛋 ４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４６．１５ ２２ ５ ２ １ ２６．６７ ４．０２９ ０．０４５

蘑菇 ５９ １３ ５ １ ２４．３６ ２３ ４ ２ １ ２３．３３ ０．０１２ ０．９１１

牛奶 ７１ ３ ２ ２ ８．９７ ２３ ３ ３ １ ２３．３３ ３．９５９ ０．０４７

猪肉 ６０ １３ ４ １ ２３．０８ ２３ ５ ２ ０ ２３．３３ ０．００１ ０．９７７

大米 ５７ １４ ４ ３ ２６．９２ ２０ ６ ２ ２ ３３．３３ ０．４３５ ０．５１０

虾 ４８ １９ １０ １ ３８．４６ １２ ８ ７ ３ ６０．００ ４．０７１ ０．０４４

大豆 ４９ １８ ８ ３ ３７．１８ ２５ ２ ３ ０ １６．６７ ４．２２６ ０．０４０

西红柿 ６３ １０ ４ １ １９．２３ ２３ ３ ２ ２ ２３．３３ ０．２２５ ０．６３５

小麦 ６０ １０ ５ ３ ２３．０８ ２８ １ １ ０ ６．６７ ３．８６７ ０．０４９

表３　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犜犪犫犾犲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项目
感染组

（狀＝６０）

未感染组

（狀＝４８）
狋／χ

２ 犘

年龄［例（％），岁］ ４．０７１０．０４４

　＜６５ ４８（８０．００） 　３０（６２．５０）

　≥６５ １２（２０．００） 　１８（３７．５０）

性别［例（％）］ ５．４２７０．０２０

　男 ４２（７０．００） 　２３（４７．９２）

　女 １８（３０．００） 　２５（５２．０８）

ＢＭＩ（狓±狊，ｋｇ／ｍ２） ２２．３６±５．４３ ２２．４３±５．２１

吸烟［例（％）］ ４．５４６０．０３３

　是 ３１（５１．６７） 　１５（３１．２５）

　否 ２９（４８．３３） 　３３（６８．７５）

项目
感染组

（狀＝６０）

未感染组

（狀＝４８）
狋／χ

２ 犘

饮酒［例（％）］ ０．０９２０．７６２

　是 ２８（４６．６７） 　２１（４３．７５）

　否 ３２（５３．３３） 　２７（５６．２５）

ＩｇＧ抗体

（狓±狊，Ｕ／ｍＬ）

１３８．９６±１３．２２ １３４．０５±１１．５９ ２．０２５０．０４５

过敏性疾病［例（％）］ ０．０１１０．９１５

　有 １２（２０．００） 　１０（２０．８３）

　无 ４８（８０．００） 　３８（７９．１７）

ＣＧ类型［例（％）］ ０．３６７０．５４５

　ＣＳＧ ５０（８３．３３） 　４２（８７．５０）

　ＣＡＧ １０（１６．６７） 　 ６（１２．５０）

表４　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者ＦＩ阳性情况及比较

犜犪犫犾犲４　Ｆ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食物 感染组（狀＝６０） 未感染组（狀＝４８） χ
２ 犘

牛肉 ４（６．６７） ３（６．２５） ０．００８ ０．９３０

鸡肉 １７（２８．３３） １２（２５．００） ０．１５１ ０．６９８

鳕鱼 ２４（４０．００） ８（１６．６７） ６．９６３ ０．００８

玉米 １４（２３．３３） ９（１８．７５） ０．３３４ ０．５６３

螃蟹 ２７（４５．００） １１（２２．９２） ５．７０２ ０．０１７

鸡蛋 ３０（５０．００） １４（２９．１７） ４．４４７ ０．０３５

蘑菇 ２０（３３．３３） ６（１２．００） ６．３３２ ０．０１２

食物 感染组（狀＝６０） 未感染组（狀＝４８） χ
２ 犘

牛奶 １２（２０．００） ２（４．１７） ５．９２５ ０．０１５

猪肉 １５（２５．００） １０（２０．８３） ０．２６０ ０．６１０

大米 １９（３１．６７） １２（２５．００） ０．５７９ ０．４４７

虾 ３４（５６．６７） １４（２９．１７） ８．１６８ ０．００４

大豆 １９（３１．６７） １４（２９．１７） ０．２１５ ０．６４３

西红柿 １２（２０．００） １０（２０．８３） ０．０１１ ０．９１５

小麦 １２（２０．００） ８（１６．６７） ０．１９６ ０．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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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Ｈｐ感染组与６种食物ＦＩ分级及ＩｇＧ抗体水

平的关系　Ｈｐ感染者（６０例）对鳕鱼、螃蟹、鸡蛋、

蘑菇、牛奶和虾６种食物ＦＩ敏感性较高，其程度以

Ⅰ、Ⅱ级为主，而Ⅲ级则以螃蟹和虾相对较高，０～

Ⅲ级间６种食物ＦＩ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０１）。６种食物的ＦＩ特异性ＩｇＧ抗体水

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见表５。

２．７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Ｈｐ感染的危险

因素　以是否Ｈｐ感染为因变量（是＝１，否＝０），以

年龄、性别、吸烟、海鲜及非海鲜类ＦＩ为自变量，纳

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年龄、

性别和吸烟等因素后，海鲜及非海鲜类ＦＩ均为 Ｈｐ

感染的危险因素（均犘＜０．０５），见表６。

表５　Ｈｐ感染与６种ＦＩ分级及ＩｇＧ抗体水平的关系

犜犪犫犾犲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Ｈｐ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６ＦＩｇｒａｄｅｓａｎｄ

Ｉｇ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ｌｅｖｅｌｓ

食物
ＦＩ分级［例（％）］

０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ＩｇＧ抗体

（狓±狊，Ｕ／ｍＬ）

鳕鱼 ３６（６０．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０（１６．６７）２（３．３３） １３６．５８±２７．１２

螃蟹 ３３（５５．００） ７（１１．６７）１３（２１．６６）７（１１．６７）１５６．６２±２９．２７

鸡蛋 ３０（５０．００）１４（２３．３３）１１（１８．３３）５（８．３３） １４７．１８±２６．１５

蘑菇 ４０（６６．６７） ８（１３．３３） ９（１５．００）３（５．００） １３７．５６±２３．２２

牛奶 ４８（８０．００） ４（６．６７） ６（１０．００）２（３．３３） １３９．８９±２７．１７

虾 ２６（４３．３３）１２（２０．００）１６（２６．６７）６（１０．００）１５１．１５±２６．１５

χ
２／犉 １６．７８２ ３４．２１２

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６　Ｈｐ感染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犜犪犫犾犲６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ｐ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变量 β 犛ｂ 犠犪犾犱χ
２ 犗犚（９５％犆犐） 犘

年龄 －０．１９８ ０．１０８ ３．６６７ ０．８２０（０．７１５～１．０４７） ０．４０２

性别 －０．７４２ ０．２５８ ５．７５２ ０．４７６（０．２１９～１．１０８） ０．０７５

吸烟 －０．６４８ ０．３０５ ４．２４９ ０．５２３（０．４１６～１．１０３） ０．１３０

海鲜类耐受 －０．８２８ ０．４６２ ３．５８４ ０．４３７（０．３０４～１．０４９） ０．２６７

海鲜类ＦＩ １．８４９ ０．３５４ １０．４４６ ６．３５５（３．２８０～８．１７８） ０．００１

非海鲜类耐受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１ ２．００７ ０．７５４（０．６６９～１．９３３） ０．８８２

非海鲜类ＦＩ １．６７０ ０．３９８ ８．３９２ ５．３１２（２．４２６～７．３２５） ０．００９

常量 １．７６４ ０．３７５ ９．４１９ ５．８３４ ０．００５

　　注：变量赋值分别为年龄（＜６５岁＝１，≥６５岁＝０），性别（男性＝１，女性＝０），吸烟（是＝１，否＝０），ＩｇＧ抗体（０级＝０，Ⅰ级＝１，Ⅱ级＝２，

Ⅲ级＝３）。

２．８　构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及其预测效能　根据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回归方程ｌｏｇｉｔ（ｐ）＝１．７６４＋１．８４９×

海鲜类ＦＩ＋１．６７０×非海鲜类ＦＩ。ＲＯＣ曲线分析显

示，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构建的预测模型的 ＡＵＣ为０．９１０

（９５％犆犐：０．８６４～０．９９７），提示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较高，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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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预测 Ｈｐ感染模型的ＲＯＣ曲线

犉犻犵狌狉犲１　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ｏｆＨｐ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３　讨论

ＦＩ表现为对特定食物及其成分发生 ＡＲ，机制

尚未明确。肠道内的淋巴组织长期承受各种微生物

和食物抗原，肠道稳态及耐受性均对ＦＩ或过敏意义

重大［１１］。目前研究［１２］认为，由于相应酶的缺乏，食

物消化吸收不完全，进而被分解为能被免疫系统识

别的多肽或其他物质，随后发生ＩＲ，产生特异性

ＩｇＧ抗体并对同类物质产生持续保护性ＩＲ。本研

究结果显示，不同种类食物引起的过敏反应阳性率

不同，ＦＩ阳性率最高的５种食物为虾、鸡蛋、螃蟹、

大豆和鳕鱼，上述食物均属于蛋白丰富及海鲜类，考

虑为蛋白结构免疫原性强，易引发ＩＲ；ＦＩ阳性率最

低的５种食物为牛肉、牛奶、小麦、西红柿和玉米，提

示ＣＧ患者可优先考虑上述食物。本研究进一步分

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ＦＩ总阳性率比较，差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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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其中６种食物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螃蟹、牛奶和虾在老年组中

ＦＩ阳性率更高，提示随着年龄增加，由于患者消化

功能减退、免疫功能减弱等原因导致其对某些食物

消化不完全，以致ＩＲ发生
［１３］。鸡蛋、大豆和小麦等

常见食物，青壮年组ＦＩ阳性率均更高，提示随着年

龄增加，消化及免疫系统越发成熟，易产生免疫耐

受。ＦＩ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医务人员掌握患者过

敏信息有助于更好的管理和治疗疾病，并减少患者

的担忧和焦虑。然而，目前对于食物过敏，尚无十分

有效的治疗方法，仍需严格的饮食避免，并及时识别

症状、紧急治疗ＡＲ。

在我国，随着 Ｈｐ检测和接受治疗患者数量的

增加，感染率已显著降低，但我国仍是 Ｈｐ感染率较

高的国家之一［１４］。研究［１５］表明 Ｈｐ感染的发病、症

状和转归是宿主、环境和细菌的相互介导的结果。

ＦＩ与诸多疾病密切相关，可通过特异性ＩｇＧ抗体检

测，判断该病是否与ＦＩ有关，从而为研究病因提供

新方向［１６］。ＦＩ可能与Ｈｐ将胃黏膜保护层破坏，引

起炎症反应，上皮细胞渗漏增高有关。当某种食物

中的Ｈｐ定植于胃黏膜，并产生毒素类物质以致胃

黏膜受到刺激，影响消化系统功能，导致消化道渗漏

增加，大分子食糜无法充分消化而进入血液成为抗

原，刺激产生ＩｇＧ抗体并形成易被免疫系统识别为

有害物质的免疫复合物（食物颗粒ＩｇＧ抗体），诱导

组织抵抗性、炎症以及ＩＲ，诱发ＦＩ
［１７］。本研究结果

显示，１４种ＦＩ检测总阳性率为５６．４８％，低于青岛

地区［６］成年体检人群和北京地区［１８］ＦＩ阳性率，提

示不同地区、人群的ＦＩ阳性率具有差异。本研究

中，与非感染组（４５．８３％）相比，感染组ＦＩ阳性率

（６５．００％）更高，且性别、年龄、吸烟和ＩｇＧ抗体水

平等也具有差异。提示与非感染者相比，Ｈｐ感染

者ＦＩ发生概率更高，尤其是对海鲜类（螃蟹、虾和鳕

鱼等）以及非海鲜类（牛奶、鸡蛋和蘑菇等）ＦＩ阳性

率较高，此结果与黄喜顺等［１９］的报道相同。本研究

结果表明，对于 Ｈｐ感染，海鲜类或非海鲜类ＦＩ均

为影响因素，Ｈｐ易诱发ＦＩ，而ＦＩ又可增加感染风

险。李海花等［２０］报道表明，患有ＣＧ的儿童与ＦＩ

有关，不仅在成年人群中普遍存在 Ｈｐ感染与ＦＩ，

儿童也是易感群体。因此，消除Ｈｐ感染隐患，采用

轮替、少食和忌食等方法，对控制 Ｈｐ感染和降低

ＦＩ风险均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ＣＧ患者普遍存在ＦＩ，ＦＩ与年龄相

关。以ＦＩ检测结果为饮食指导，可降低 ＡＲ发生

率。Ｈｐ感染易诱发ＦＩ，ＦＩ可增加 Ｈｐ感染风险。

应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感染隐患，优化膳食结构，规

避ＦＩ风险。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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