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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奥洛他定滴眼液联合自体血清治疗蒿属花粉过
敏性结膜炎的临床疗效ꎮ
方法:选取我院 ２０１６－０６ / ２０１８－０６ 蒿属过敏原检测结果
为阳性的过敏性结膜炎患者 ３０５ 例 ６１０ 眼ꎬ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ꎮ 对照组患者采用奥洛他定滴眼液治疗ꎬ观察
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自体血清ꎬ均持续治疗
２ｗｋꎮ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与体征总得分、临床疗
效ꎬ观察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ꎮ
结果:治疗前ꎬ两组患者症状与体征总得分比较ꎬ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ꎻ治疗后 ２ｗｋꎬ观察组患者症状与体征
总得分低于对照组(Ｐ<０ ０５)ꎬ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
对照组(Ｐ<０ ０５)ꎮ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差异
(Ｐ>０ ０５)ꎮ
结论:奥洛他定滴眼液联合自体血清治疗蒿属花粉过敏性
结膜炎的临床疗效确切ꎬ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
征ꎬ且安全性较高ꎮ
关键词:过敏性结膜炎ꎻ蒿属花粉ꎻ奥洛他定滴眼液ꎻ自体
血清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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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过敏反应又称变态反应ꎬ是指机体通过接触、吸入或

食入等多种途径接触过敏原后ꎬ引起组织、器官甚至全身

强烈的免疫反应[１]ꎮ 过敏性结膜炎又称变态反应性结膜

炎ꎬ是眼科常见病之一ꎬ其本质是结膜对过敏原刺激产生

超敏反应所引起的一类疾病ꎬ患者主要表现为眼部瘙痒、
流泪、畏光、灼烧感ꎬ并伴有大量白色黏液性分泌物[２]ꎮ 榆

林地区位于我国西北黄土高坡与毛乌素沙漠过度区域ꎬ风
沙危害严重ꎬ近年来广泛播种蒿属等植物治沙造林ꎮ 蒿属

花粉是一种重要过敏原ꎬ导致了该地区过敏性结膜炎等变

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病率日益攀升[３]ꎮ 目前ꎬ临床针对过敏

性结膜炎以药物治疗为主ꎬ一般采用抗组胺药、肥大细胞

稳定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血管收缩剂、非甾体消

炎药等ꎮ 本研究旨在探讨奥洛他定滴眼液联合自体血清

治疗蒿属花粉过敏性结膜炎的临床疗效ꎬ为此类患者的临

床治疗提供参考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０６－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６－３０ 我院眼科诊断

为双眼过敏性结膜炎ꎬ诊断标准参考我国过敏性结膜炎诊

断和治疗专家共识(２０１８ 年) [４]ꎬ且过敏原特异性抗体检

测结果为蒿属类阳性的患者ꎮ 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ꎬ且经过患者及家属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患者

均无角结膜炎等眼病史ꎬ且近 ２ｗｋ 内未使用糖皮质激素药

物或抗组胺药ꎮ 排除因配戴隐形眼镜而致病者、合并糖尿

病、青光眼、甲状腺功能亢进症、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等

疾病者ꎬ以及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和对本研究使用药物过

敏者ꎮ 共收集 ３０５ 例 ６１０ 眼患者ꎬ其中男 １６８ 例 ３３６ 眼

(５３ ８％)ꎬ平均年龄 １３ ２４ ± １１ １６ 岁ꎻ女 １３７ 例 ２７４ 眼

(４６ ２％)ꎬ平均年龄 ２０ １３±１３ ５４ 岁ꎮ 将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ꎬ对照组患者(１５７ 例 ３１４ 眼)采用奥洛他定

滴眼液治疗ꎬ观察组患者(１４８ 例 ２９６ 眼)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加用自体血清ꎮ 对照组中ꎬ男 ９１ 例 １８２ 眼ꎬ女 ６６ 例 １３２
眼ꎬ平均年龄 １６ ４２ ± １４ １０ 岁ꎬ平均病程 ０ ５７ ± ０ ４９ｍｏꎮ
观察组中ꎬ男 ７７ 例 １５４ 眼ꎬ女 ７１ 例 １４２ 眼ꎬ平均年龄

１５ ８２±１２ ６８ 岁ꎬ平均病程 ０ ５０±０ ４０ｍｏꎮ 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 过敏性结膜炎诊断标准　 临床患者必须满足以下

两项必要条件:(１)症状:眼痒ꎬ可伴有异物感ꎬ结膜囊分

泌物增多ꎮ (２)体征:结膜充血、结膜乳头、角膜特异性病

变特征至少 １ 项ꎮ
１ ２ ２血液 ＩｇＥ 抗体检测方法 　 采集患者外周血 ３ｍＬꎬ
３ 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ꎬ离心 １０ｍｉｎꎬ２℃ ~８℃保存不超过 ７ｄꎮ 采用吸

入性和食物性过敏原特异性 ＩｇＥ 抗体检测试剂盒检测变

应原ꎬ变应原主要包括 ２０ 项检测项目ꎬ通过免疫印迹法定

量检测人血清中特异性 ＩｇＥ 抗体ꎮ 选择其中蒿属类检测

结果为阳性患者进入研究ꎮ
１ ２ ３ 局部用药　 对照组患者采用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

治疗ꎬ１~２ 滴 / 次ꎬ２ 次 / ｄꎮ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加用自体血清ꎬ１~２ 滴 / 次ꎬ６ 次 / ｄꎮ 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２ｗｋꎮ 自体血清配置方法:注射器抽自体静脉血 １０ｍＬꎬ

　 　

图 １　 不同月份过敏性结膜炎的病例数分布ꎮ

３ 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ꎬ离心 ３ｍｉｎꎬ用另一无菌注射器抽取黄色上清

液ꎬ分装在等离子消毒后的空眼液瓶中ꎬ４℃冰箱冷藏ꎬ７ｄ
后弃用ꎮ
１ ２ ４ 观察指标和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

和体征严重程度进行评判ꎬ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后 ２ｗｋ 的症状(主要包括流泪、眼痛、眼痒、畏光、异物感

等)与体征(０ 分:无ꎻ１ 分:轻度ꎻ２ 分:中度ꎻ３ 分:重度)总
得分ꎬ总得分即各种症状和体征评分相加之和[５]ꎮ 比较两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ꎬ并观察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

情况ꎮ 临床疗效判断标准:(１)显效:与治疗前相比ꎬ治疗

后临床症状与体征总得分减少≥７５％ꎻ(２)有效:治疗后临

床症状与体征总得分减少 ３０％~７４％ꎻ(３)无效:治疗后临

床症状与体征总得分减少<３０％ꎬ或无变化ꎬ甚至加重[６]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ꎮ 计量资料以 ｘ±ｓ 表示ꎬ计数资料以“眼(％)”表示ꎻ采
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比较ꎬ采用 Ｍａｎｎ －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对等级资料进行比较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２０１６－０６ / ２０１８－０６ 期间每月均

有蒿属花粉过敏性结膜炎的散发病例ꎬ病例数从 ５ 月份开

始呈上升趋势ꎬ至 ８ 月份达高峰ꎬ５ ~ ９ 月份病例数占总例

数的 ８５ ９％ꎬ９ 月份以后呈现逐渐下降趋势ꎬ其中 １ ~ ４ 月

份和 １０~１２ 月份病例数相对较低(图 １)ꎮ ３０５ 例病例的

年龄范围为 ０ ５~７６ 岁ꎬ平均年龄为 １６ １３±１３ ４１ 岁ꎮ 以

５ 岁分段对变态反应病例进行分析ꎬ５~ <１０ 岁组病例总眼

数比例最高(３３ ４％)ꎬ其次分别为 ０ ~ <５ 岁组(１７ ４％)、
２５~ <３０岁组(１３ １％)、３０~３５ 岁组(１２ ５％)ꎻ年龄分布呈

现双峰ꎬ在０~１０岁出现“第一峰”ꎬ在 ２５~ ３５ 岁出现“第二

峰”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病例数呈下降趋势ꎮ
２ ２两组患者症状和体征总得分比较　 治疗前ꎬ两组患者

症状和体征总得分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ꎻ治
疗后 ２ｗｋꎬ观察组患者症状与体征总得分低于对照组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ꎬ表 １)ꎮ
２ ３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 ２ｗｋꎬ观察组患者的

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Ｕ ＝ ７５６５ ５ꎬＰ<
０ ０１ꎬ表 ２)ꎮ
２ ４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用药期间观察组患者出现

８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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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与体征总得分比较 (ｘ±ｓꎬ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２ｗｋ
对照组 １５７ ７ ２０±２ ２０ ３ ２６±２ １８
观察组 １４８ ７ １１±２ ８０ ２ １４±２ ６２

　 　 　 　 　 　 　 　
ｔ ０ ３０７ ４ ０９
Ｐ ０ ７５９ <０ ０１

注:对照组:采用奥洛他定滴眼液治疗ꎻ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加用自体血清ꎮ

表 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眼

组别 眼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３１４ ７０ １７８ ６６
观察组 ２９６ １５４ ９４ ５４

注:对照组:采用奥洛他定滴眼液治疗ꎻ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加用自体血清ꎮ

轻微不适 １１ 例 ２２ 眼(７ ４％)ꎬ对照组患者出现轻微不适

１６ 例 ３２ 眼(１０ ２％)ꎬ随着继续用药ꎬ上述不适症状均有

所缓解ꎮ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０ ７１９ꎬＰ>０ ０５)ꎮ
３讨论

过敏性结膜炎是结膜对过敏原刺激产生超敏反应所

引起的一类疾病ꎬ以Ⅰ型和Ⅳ型超敏反应为主[４]ꎮ 过敏性

结膜炎的主要发病机制为:当过敏原与眼部组织接触时ꎬ
与特异性抗原 ＩｇＥ 结合ꎬ介导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脱

颗粒释放组胺ꎬ还可促使白三烯和慢反应物质等介质的合

成和释放ꎬ导致患者出现奇痒、异物感、畏光流泪和眼睑水

肿等症状ꎮ 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病率和复发率均较高ꎬ目前

我国尚缺乏大样本过敏性结膜炎流行病学研究数据ꎮ 据

报道ꎬ常年性过敏性结膜炎和季节性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

占绝大多数[７]ꎮ 临床上过敏性结膜炎的诊断主要依据患

者的症状和体征ꎬ而 ＩｇＥ 抗体滴度升高有助于诊断ꎮ 将

特定过敏原的膜条与患者血液接触ꎬ可半定量评估 ＩｇＥ
抗体的滴度[８] ꎬ不过此项检查并不常用ꎮ 由于部分患者

过敏原不明确ꎬ使得我们在预防和治疗上面临不少困

难ꎬ因此对本地区过敏性结膜炎的常见过敏原进行检测

有重要意义ꎮ
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ꎬ蒿属类是榆林地区变态反应性

疾病最主要的过敏原ꎮ 本研究对所有就诊的过敏性结膜

炎患者进行了过敏原检测ꎬ并纳入其中占比最高的过敏

原患者进行观察ꎮ 蒿属植物为我国北方广泛分布的植

物ꎬ蒿属花粉是一种重要的过敏原[９] ꎮ 过敏性结膜炎的

致病因素多样ꎬ且常呈季节性发作ꎮ 本研究提示ꎬ蒿属

过敏性结膜炎就诊患者人数众多ꎬ且高发季节为 ５ ~ ９ 月

份ꎬ基本与蒿属植物的花期相吻合[１０] ꎮ 在年龄分布上ꎬ
患者以 １０ 岁以下的儿童和 ２５ ~ ３５ 岁的青壮年为主ꎮ 可

能与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对过敏原耐受性差以

及青壮年户外活动较多有关ꎮ 健康教育和脱离过敏原可

有效预防和减少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生ꎮ 因此ꎬ我们建议上

述蒿属过敏性结膜炎高发的患者采取保护措施尽量避免

与蒿属花粉接触ꎮ

奥洛他定滴眼液是具有抗组胺和稳定肥大细胞双重

作用的药物ꎬ一方面选择性作用于组胺 Ｈ１受体ꎬ另一方面

可以抑制结膜肥大细胞合成和释放组胺等炎症介质ꎬ能快

速缓解患者症状ꎬ提高其生存质量ꎬ且副作用小ꎬ故在治疗

过敏性结膜炎方面已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１１－１３]ꎮ 单

一用药对某些严重的过敏性结膜炎的疗效迟缓ꎬ治疗有效

率不高ꎮ 有研究显示ꎬ奥洛他定滴眼液单纯治疗虽能改善

患者病情ꎬ但起效缓慢ꎬ联合用药可能效率更高[２ꎬ１１]ꎮ 自

体血清的生物力学和生物化学特性及 ｐＨ 值、渗透压与正

常泪液相近ꎬ富含维生素 Ａ 和细胞生长因子ꎬ如表皮生长

因子(ＥＧＦ)、转化生长因子(ＴＧ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ＦＧＦ)、神经生长因子(ＮＧＦ)等ꎬ可向眼表提供上皮修复

所需的基本营养物质[１４]ꎮ 自体血清中富含氨基酸、葡萄

糖、血浆蛋白、微量元素、维生素等ꎬ可确保结膜、角膜修复

过程中需要的营养物质得到满足ꎬ并对炎症发展进行有效

控制ꎬ防止出现继发性损伤ꎬ加快组织再生速度[１５]ꎬ故已

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干眼等眼表疾病的治疗[１６－１９]ꎮ 由于自

体血清可以促进眼表修复ꎬ改善泪膜功能ꎬ减少眼表长期

反复损害继发的瘢痕和新生血管ꎬ故本研究观察了奥洛他

定滴眼液联合自体血清对过敏性结膜炎的临床疗效ꎮ 结

果显示ꎬ治疗后 ２ｗｋ 观察组患者症状与体征总得分低于对

照组ꎬ且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间无差异ꎬ可见奥洛他

定滴眼液联合自体血清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ꎬ
且安全性高ꎮ

另外ꎬ自体血清来源于健康人体静脉血液ꎬ不会引

起超敏反应ꎬ且含有的 ＩｇＧ、溶酶体酶和补体具有抑菌作

用ꎬ可避免滴眼液附加防腐剂所引起的眼表毒副作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关于自体血清的制备参数和制备后的保

存国际上尚无统一标准ꎮ Ｌｅｋｈａｎｏｎｔ 等[１８] 研究发现在

４℃冷藏箱保存 １ｍｏ、－２０℃ 冷冻箱保存 ３ｍｏ 后ꎬ其中的

维生素 Ａ、维生素 Ｅ、ＥＧＦ、ＴＧＦ 等生物活性是稳定的ꎮ
Ｊｏｖｅｒ Ｂｏｔｅｌｌａ 等[１９]认为体积分数 １００％的自体血清滴眼液

不仅可以提供高浓度的生长因子、促进角膜上皮的修复ꎬ
还因为省略了稀释这一操作步骤而减少了血清被污染的

风险ꎮ
综上所述ꎬ奥洛他定滴眼液联合自体血清治疗过敏性

结膜炎的临床疗效确切ꎬ富细胞因子的血清可以从患者自

身血液中提取ꎬ来源丰富ꎬ取材方便ꎬ制备方法简单ꎬ在使

用过程中能够避免过敏、交叉感染等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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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名誉总编、亚非眼科学会主席吴乐正教授

再次访问国际眼科杂志社

本刊讯　 本刊名誉总编、亚非眼科学会主席吴乐正教授和夫人陈又昭教授于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０７－０１ 再次专程访问国

际眼科杂志社ꎮ 本刊胡秀文总编辑向吴乐正教授汇报了本刊的最新情况ꎮ 吴乐正教授特别重视和关心国际眼科杂志英

文版 ＩＪＯ 的发展ꎬ希望本刊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号召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升本刊的学

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ꎬ努力争创世界一流眼科期刊ꎬ并感谢国际眼科杂志对亚非眼科学会的支持ꎬ希望今后双方有更多

的合作ꎮ 吴乐正教授和夫人陈又昭教授曾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两次专访本社ꎬ这是第三次到访ꎮ 国际眼科杂志社全体

同事非常感谢吴乐正教授对本刊的宝贵指导和大力支持ꎮ

国际眼科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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