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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石家庄地区成人15 种食物不耐受的情况。方法 收集2006年4月至2014年7月在解放

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的1 445例体检者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15种食物

特异性免疫球蛋白G (IgG)的水平，并统计比较不同性别和年龄人群抗体阳性率的差异。结果 15种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率为 2.01%~42.01%，其中鸡蛋和螃蟹不耐受程度最高，血清 IgG阳性率分别为 42.02%和 30.87%，牛

肉和猪肉最低，IgG阳性率均为2.01%；女性与男性对花生(14.59% vs 7.08%)、鸡蛋(52.24% vs 38.08%)、牛奶(17.16%

vs 10.74%)、大米(6.97% vs 3.64%)和小麦(13.18% vs 9.20%)的不耐受率比较，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此外，中年组与青年组比较，对鸡蛋、牛奶、大米和小麦的不耐受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老年组与青年组比较，对鸡蛋、牛奶和小麦的不耐受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老年组与中年组比较，

对蘑菇和虾的不耐受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石家庄地区成人中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食物

不耐受情况，以鸡蛋和螃蟹最为显著，且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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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intolerance (FI) to 15 kinds of food in resi-

dents of Shijiazhuang region. Methods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1 445 healthy adults, who underwent physi-

cal examination from April 2006 to July 2014 at the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 of the 980th Hospital of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Force of PLA. The levels of 15 food-specific immunoglobulin G (IgG)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

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differences in antibody positive rate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and age groups.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15 food-specific IgG antibodies ranged from 2.01% to 42.01%. Among

them, egg, and crab had the highest intolerance, and their serum IgG positive rates were 42.02% and 30.87%, respective-

ly; beef and pork had the lowest intolerance, and their IgG positive rate both was 2.01%. Comparison of the intolerance

rate between women and men on peanut (14.59% vs 7.08%), egg (52.24% vs 38.08%), milk (17.16% vs 10.74%), rice

(6.97% vs 3.64%) and wheat (13.18% vs 9.20%) showed that the tolerance rate was higher in women than in men (P<

0.05).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youth group, the intolerance rate to milk, rice and wheat in the middle-aged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Compared with the middle-aged group, the intolerance rate to mushroom and shrimp in

the older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Conclusion Different levels of food intolerance prevail in adults in

Shijiazhuang region, with eggs and crabs be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with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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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耐受 (food intolerance，FI)是一种复杂的变

态反应性疾病，进入人体内的某/多种食物被机体识别

为有害物质后，产生针对这些物质的过度免疫保护反应

(如食物特异性 IgG抗体)，IgG抗体与食物颗粒形成免

疫复合物，引起各种组织出现炎症反应，表现为全身多

系统的症状与疾病[1]。FI可单独或同时出现多种皮肤、

呼吸道、胃肠道、神经系统的症状，可发生在任何年龄。

根据发生原因的不同，可将FI分为三种类型[2]：①酶缺

陷型：由某种代谢相关酶缺陷引起，例如乳糖酶缺陷

导致的乳糖不耐受；②药理反应型：某些食物成分可

产生类似药物反应，造成人群不适。例如组胺不耐受

症等；③未界定型：例如对食物中存在的天然毒素或

者添加剂不耐受等。

理论上而言，出现FI应当及时调整饮食结构，研

究已证实，通过饮食上的禁食/替换等调整干预以后，

FI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明显的好转[3-4]，因此分析各地区

人群血清食物抗体分布情况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地

域差异、环境气候的影响，各地人们饮食习惯的不同，

食物不耐受的发生率和引起不耐受的食物种类也存

在较大差异[5]。本文拟通过分析我院 1 445 例成人体

检者血清15种食物 IgG抗体水平，调查了解石家庄地

区成人食物不耐受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6年 4月至 2014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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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

检的1 445例健康成人血液标本进行15种食物 IgG抗

体检测的数据，已剔除出现临床症状的门诊就医人群

和18岁以下人群。我院健康体检食物不耐受项目分两

种组合，一种为7种食物的组合，包括花生、鸡蛋、牛奶、

大米、虾、大豆、小麦；另一种组合为除花生外的14种食

物。所以，本研究纳入测定和统计的食物共有 15种。

其中，849 例测定7种食物，596例测定14种食物。调查

人群年龄18~80岁，男性1 043人，女性402人。根据年

龄将所调查人群分为三组，其中青年组(≤30岁) 87人，

中年组(31~55岁) 1 110人，老年组(≥56岁) 248人。

1.2 试剂和仪器 血清食物抗体 IgG 检测试剂

及 其 配 套 的 阳 性 质 控 和 标 准 血 清 购 自 美 国

BIOMERICA 公司；DEM-Ⅲ型自动酶标洗板机购自

北京拓普公司；DNM-9602型酶标分析仪购自北京普

朗公司。

1.3 方法 所有受检者空腹采集肘部静脉血

2~3 mL，及时分离血清，严格按照以下操作步骤进行

操作：①配制50 U/mL、100 U/mL、200 U/mL、400 U/mL

标准溶液，从每管中各取 100 µL加入到相应微孔内；

②在空白孔加入100 µL样本稀释液，阳性对照孔加入

100 µL阳性质控；③样本用样本稀释液100倍稀释，分

别取已稀释的样本加入包被有不同食物抗原的微孔

内；④室温孵育60 min后使用洗板机用清洗缓冲液洗

2次微孔；⑤分别向各微孔中加入 100 µL酶标抗体结

合液；⑥在室温孵育30 min后使用洗板机用清洗缓冲

液洗 3 次微孔；⑦分别向各微孔中加入 100 µL 显色

剂，在室温孵育 10 min；⑧向微孔内加入 50 µL 终止

液；⑨用酶标仪读数在 450 nm波长下用空白孔调零，

读取各微孔的吸光度值；⑩根据标准曲线浓度得出标

本 IgG抗体浓度值(U/mL)。

1.4 结果判断 血清 IgG定量检测< 50 U/mL为

阴性；50~100 U/mL为轻度敏感(+1级)；100~200 U/mL

为中度敏感(+2级)；> 200 U/mL为高度敏感(+3级)。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当频数<5 时，率的比较采用 Fisher 精确检验；以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石家庄地区成人食物不耐受检测阳性率分

布 如表1所示，通过对1 445 例标本血清 IgG检测结

果进行分析，发现石家庄地区成人对所调查的15种食

物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耐受，以+1级不耐受为主。血

清 IgG 阳性率从高到低依次为：鸡蛋 42.02%、螃蟹

30.87%、虾14.88%、西红柿13.26%、牛奶12.53%、鳕鱼

11.07%、小麦 10.31%、大豆 9.76%、花生 8.72%、玉米

6.21% 、蘑菇 5.87% 大米 4.57% 、鸡肉 2.35% 、牛肉

2.01%、猪肉 2.01%。此外，牛肉、鸡肉和猪肉均未出

现+3级反应。

2.2 不同性别间 IgG抗体检测阳性率比较 为

了解石家庄地区不同性别人群食物不耐受情况的差

异，将食物不耐受结果按性别区分统计。如表2所示，

所调查的15种食物中，除鸡肉和鳕鱼男性血清 IgG阳

性率稍高于女性外，其余13种食物不耐受率均为女性

高于男性。经χ2检验，其中花生、鸡蛋、牛奶、大米和小

麦的不耐受率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3 不同年龄组间 IgG抗体检测阳性率比较 如
表3所示，中年组与青年组比较，对鸡蛋、牛奶、大米和
小麦的不耐受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老年组与青年组比较，对鸡蛋、牛奶和小麦的不耐受
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老年组与中
年组比较，对蘑菇和虾的不耐受率升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

表1 石家庄地区成人食物不耐受检测阳性率分布[例(%)]

种类

牛肉

鸡肉

鳕鱼

玉米

螃蟹

蘑菇

猪肉

西红柿

花生

鸡蛋

牛奶

大米

虾

大豆

小麦

总数

596

596

596

596

596

596

596

596

849

1 445

1 445

1 445

1 445

1 445

1 445

阴性

584

582

530

559

412

561

584

517

775

838

1 264

1 379

1 230

1 304

1 296

+1

10 (1.68)

13 (2.18)

60 (10.07)

24 (4.03)

167 (28.02)

28 (4.70)

10 (1.68)

59 (9.90)

67 (7.89)

263 (18.20)

115 (7.96)

54 (3.74)

184 (12.73)

120 (8.30)

124 (8.58)

+2

2 (0.34)

1 (0.17)

5 (0.84)

11 (1.85)

12 (2.01)

5 (0.84)

2 (0.34)

15 (2.52)

6 (0.71)

208 (14.39)

39 (2.7)

11 (0.76)

27 (1.87)

19 (1.31)

21 (1.45)

+3

0 (0)

0 (0)

1 (0.17)

2 (0.34)

5 (0.84)

2 (0.34)

0 (0)

5 (0.84)

1 (0.12)

113 (9.41)

27 (1.87)

1 (0.07)

4 (0.28)

2 (0.14)

4 (0.28)

总阳性

12 (2.01)

14 (2.35)

66 (11.07)

37 (6.21)

184 (30.87)

35 (5.87)

12 (2.01)

79 (13.26)

74 (8.72)

607 (42.01)

181 (12.53)

66 (4.57)

215 (14.88)

141 (9.76)

149 (10.31)

阳性分级情况

表2 不同性别间 IgG抗体检测阳性率比较(%)
食物类别

牛肉

鸡肉

鳕鱼

玉米

螃蟹

蘑菇

猪肉

西红柿

花生

鸡蛋

牛奶

大米

虾

大豆

小麦

男性

1.85 (7/379)

2.37 (9/379)

11.87 (45/379)

5.80 (22/379)

30.34 (115/379)

5.28 (20/379)

1.32 (5/379)

12.14 (46/379)

7.08 (47/664)

38.06 (397/1 043)

10.74 (112/1 043)

3.64 (38/1043)

14.00 (146/1 043)

9.30 (97/1 043)

9.20 (96/1 043)

女性

2.30 (5/217)

2.30 (5/217)

9.68 (21/217)

6.91 (15/217)

31.80 (69/217)

6.91 (15/217)

3.23 (7/217)

15.21 (33/217)

14.59 (27/185)

52.24 (210/402)

17.16 (69/402)

6.97 (28/402)

17.16 (69/402)

10.95 (44/402)

13.18 (53/402)

P值

0.937

0.821

0.492

0.717

0.781

0.525

0.197

0.348

0.002a

<0.000 1a

0.001a

0.010a

0.152

0.398

0.033

注：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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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年龄组间 IgG抗体检测阳性率比较(%)

种类

牛肉

鸡肉

鳕鱼

玉米

螃蟹

蘑菇

猪肉

西红柿

花生

鸡蛋

牛奶

大米

虾

大豆

小麦

青年组

0 (0/62)

1.61 (1/62)

12.90 (8/62)

8.06 (5/62)

24.19 (15/62)

8.06 (5/62)

4.84 (3/62)

19.35 (12/62)

20.00 (5/25)

64.37 (56/87)

34.48 (30/87)

10.34 (9/87)

18.39 (16/87)

14.94 (13/87)

21.84 (19/87)

中年组

2.50 (11/440)

2.73 (12/440)

11.14 (49/440)

5.68 (25/440)

30.23 (133/440)

4.55 (20/440)

1.59 (7/440)

12.50 (55/440)

8.08 (54/668)

39.26 (435/1 108)

11.01 (122/1 108)

3.88 (43/1 108)

13.09 (145/1 108)

9.48 (105/1 108)

10.02 (111/1 108)

老年组

1.09 (1/92)

1.09 (1/92)

8.70 (8/92)

7.61 (7/92)

39.13 (36/92)

10.87 (10/92)

2.17 (2/92)

13.04 (12/92)

9.62 (15/156)

45.97 (114/248)

11.69 (29/248)

5.65 (14/248)

21.77 (54/248)

9.27 (23/248)

7.66 (19/248)

P 总

0.334

0.590

0.691

0.643

0.116

0.040a

0.249

0.296

0.106

<0.01

<0.01

0.014

<0.01

0.256

<0.01

P 青 vs中

0.426

0.928

0.844

0.649

0.408

0.378

0.219

0.198

0.083

<0.01

<0.01

0.010

0.218

0.145

<0.01

P 中 vs老

0.657

0.579

0.615

0.641

0.122

0.032

0.960

0.976

0.645

0.061

0.844

0.282

<0.01

0.983

0.308

P 青 vs老

0.842

0.658

0.569

0.839

0.079

0.765

0.652

0.406

0.232

0.005

<0.01

0.213

0.607

0.205

<0.01

P值

3 讨论

尽管FI产生的作用机制尚有一定程度的争议，但

其存在的事实及其产生的效果已被医学界广泛接受

并逐渐重视[6]。国内外已有多项研究调查了FI特异性

IgG在特定人群中的分布，多数研究以关注儿童FI为

主 [7-9]，而关于成人 FI 的调查研究较少。本研究应用

ELISA的方法调查了石家庄地区1 445例成人血清15

种食物 IgG抗体分布情况，结果表明FI在本地区成人

中普遍存在，且对不同食物表现出不同的不耐受性。

在所调查的食物种类中，不耐受率最高的是鸡蛋，血

清抗体阳性率为 42.01%，其次是螃蟹，血清抗体阳性

率为30.87%，而反应最轻的是牛肉和猪肉。从国内各

地区FI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来看，总体而言鸡蛋和螃蟹

是成人抗体阳性率最高的食物[10-11]，而根据石海燕等[5]

的研究，南北方人群对包括螃蟹在内的少数食物的不

耐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国传统的饮食结构以

谷物蔬菜为主，以动物性食品为辅，同时各地的饮食

习惯又存在一定差异[12]，这可能是当下国内FI调查研

究总体相似同时又略有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ELISA法检测血清食物

抗体的方法在国内医疗机构广泛应用于调查、诊断

FI，这一方法获得的 FI 阳性率要明显高于问卷调查

或者食物刺激法。例如 ZUBERBIER 等 [13]调查了柏

林 4 093人的FI情况，问卷显示34.9%的调查对象出现

过食物不耐受的症状，而仅 3.6% (95%CI=3.0~4.2)可

被食物刺激实验证实。JANSEN等[14]在荷兰人群中的

FI问卷阳性率为 12.4%，仅 0.8%可被食物刺激实验证

实。由此可以推测，血清食物抗体阳性与出现相应症

状之间可能还存在一定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是否与

特异性 IgG抗体浓度有关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还发现 FI与年龄和性别相关。所调查的

15种食物中，有 13种食物女性不耐受率高于男性，其

中，花生、鸡蛋、牛奶、大米和小麦女性不耐受率与男

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性别间的差异可能与内分

泌因素等有关[15]，由于女性神经内分泌调节机制与男

性不同，造成女性独特的免疫内环境，自身免疫性疾

病发病率远高于男性，也更易发生FI。年龄也是影响FI

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儿童FI发生率较比成人高，被认

为与未成年人免疫系统及肠道未发育完全有关[16]。本

研究将成人分为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以后，发现

特定食物特异性 IgG抗体在不同成人年龄组间存在差

异，总体上青年组高于中年组和老年组，说明这三组

人群的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状态可能存在差异。

FI与人体诸多疾病密切相关，对于 IgG抗体检测

阳性的患者，需要进行相应的饮食调整。食物不耐受

程度为+1的，可采取轮替的方式，经过一定的时间后

再尝试食用；对于不耐受食物程度为+2或+3的，需忌

食，待症状消失后，再逐渐添加到正常饮食中并进行

观察，根据症状情况确定该食物是否可以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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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发现与有症状的醛固酮瘤临床特征比较
张煜 1，刘建彬 2，卫国红 2

1.东莞市厚街医院内分泌科，广东 东莞 523945；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广东 广州 510080

【摘要】 目的 比较意外发现的醛固酮瘤(AIAPA)与因症状就诊而诊断为醛固酮瘤(SAPA)的患者的临床特

征，为该疾病早期诊断提供依据。方法 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06年6月至2013年6月收治的确诊为醛固酮

瘤的 142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因肾上腺意外瘤而就诊的 26例患者为AIAPA组，因临床症状就诊的 116

例患者为 SAPA 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各项临床特征。结果 AIAPA 组患者的年龄、血钾分别为(51.5±14.1)岁、

(2.86±0.87) mmol/L，均明显高于 SAPA 组患者的(44.4±11.4)岁、(2.38±0.65) mmol/L，AIAPA 组患者的收缩压、舒

张压、术前所需螺内酯量中位数分别为(171±25) mmHg、(103±20) mmHg、240 mg/d，均明显低于 SAPA组患者的

(187±25) mmHg、(114±16) mmHg、320 mg/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性别、高血压家族史、尿钾

水平、血脂谱、血醛固酮浓度、血肾素活性和肾上腺肿瘤直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血钾水平分别与肾上腺肿瘤直径[r=-0.282，95%CI (-0.096，-0.584)，P=0.026]和基线血浆醛固酮水平

[r=-0.263，95%CI (-0.047，-0.514)，P=0.036]呈负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仅有肿瘤直径(F=7.02，R2=0.184，P=

0.003)与低钾血症相关。结论 与因症状就诊而诊断为醛固酮瘤患者比较，以肾上腺意外瘤就诊而诊断为醛固酮

瘤患者年龄更大、血钾水平更高、血压更低、低血钾患病率更低、术前螺内酯的使用量更小；对高血压患者常规进行

血钾检测有利于早期发现症状不明显的醛固酮瘤患者。

【关键词】 醛固酮瘤；肾上腺意外瘤；临床特征；症状；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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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accidental findings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symptomatic aldosteronoma. ZHANG Yu 1, LIU Jian-bin 2,
WEI Guo-hong 2. 1.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Dongguan Houjie Hospital, Dongguan 523945, Guangdong, CHINA; 2.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aldosterone producing adenoma as adrenal inciden-

taloma (AIAPA) and symptomatic treatment of symptomatic aldosterone producing adenoma (SAPA), and to provide evi-

dence for early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142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aldosteronoma admitted t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from June 2006 to June 2013.

Among them, 26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adrenal accidental tumors were included in the AIAPA group, and

116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for clinical symptoms were in included in the SAPA group.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age and serum potassium of AIAPA patients were (51.5±14.1)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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