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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物技术的发展,食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而食物过敏的发生也随之升高。在过去的
20年中,过敏性疾病患病人数显著上升,据估计,全球范围内有5%~8%的儿童和1%~2%的成人患有食物过敏症。目前研
究发现,约有170种食品可导致食物过敏反应,但对食物过敏的生物学及免疫学机制仍不清晰,食物过敏的诊断缺乏
统一标准、治疗手段单一。食物过敏是机体对食物产生的一种不良反应,是人体对食物中抗原物质产生的由IgE介
导和非IgE介导的免疫反应,主要表现为呼吸道、皮肤、黏膜及消化系统内或全身性变态反应。根据流行病学调查,
近年来食物过敏发病率上升趋势随着城市化发展、环境恶化等因素而增加,不同地区、种族、年龄的食物过敏发生
特征及流行现状也有所不同。婴幼儿及儿童食物过敏发病率高于成人。在一项针对欧洲十国8000多名儿童食物过
敏的问卷调查显示,2~3岁儿童多发食物过敏,各国儿童食物过敏的发病率从1.7%到11.7%不等,75.7%的食物过敏发
病儿童需要就医。在对澳大利亚墨尔本1 岁儿童进行的食物过敏点刺试验调查中,73%参与实验的儿童对不同食物
有过敏反应。中国某地区以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为诊断依据的研究显示,2岁以下儿童食物过敏发生率为5.3%。但
食物过敏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且在人群中的实际发病率较低。在荷兰和英国成年人食物过敏调查中,自述
患病率为12%~19%,经DBPCFC确诊的仅为0.8%~2.4%。中国疾控中心对近4000名青少年食物过敏筛查中自述食物过敏
发生率为5.7%,其中仅33.5%皮肤点刺试验阳性。目前食物过敏的诊断方法主要为病史调查、皮肤点刺试验、sIgE
检测、DBPCFC。食物过敏诊断的核心为确定致敏原。作为过敏诊断"金标准"的DBPCFC能够明确过敏的食物,并确定
过敏食物与临床症状的关系,但这些临床诊断方法都无法确定食物过敏的发病机制。"金标准"还存在费用高、耗时
长,在伦理审查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阻力,因此,很难推广到人群调查或临床应用。sIgA检测是在临床上最常用的体外
检测方法,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致敏检测方法上也开发了过敏原蛋白芯片、高通量平行检测芯片、生物共
振技术检测、生物传感免疫检测等多种方法,但目前还未应用到临床。避免摄入过敏原是传统的食物过敏治疗方
法,绝对避免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实现,因此在临床上一般采取对症治疗。食物脱敏疗法也是主要的治疗方法之一,但
存在诱发严重过敏症状的可能。因此开发新型治疗方法成为研究热点之一。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免疫疗法,包括
T细胞肽免疫疗法、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疗法、重组或修饰过敏原蛋白、抗IgE抗体疗法等。过敏原疫苗经皮下、舌
下或口服等途径进行免疫治疗虽有一定的优势,但其安全性仍有待提高。研究表明利用氢氧化铝吸附、化学法修饰
或对离子结合位点进行突变等方法可以大大降低致敏性,FAST项目已开展了通过以上方法降低水果、鱼类主要致敏
原致敏性的研究,前景乐观,下一步将利用毒理学技术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致敏原检测方法的不断更新和提高,可
以更加准确、灵敏的检测出极微量的致敏原,为食物过敏预防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 我国虽然对食物过敏性疾病
的认识较早,但将食物过敏进行研究和管理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对食物过敏流行性调查、致敏原
鉴定分析、食物过敏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包括现代生物技术食品的过敏性安全评价、进行高水
平的食物过敏流行病学研究、常见致敏原的检测技术、建立有效的食物过敏动物模型、加强过敏成分的标识管理
等。将毒理学系统理论和先进技术引入食物过敏研究中将会加速对食物过敏机制的认识,提高致敏原检测鉴定技
术,从而有效的降低食物过敏的发生。因此,食物过敏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毒理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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