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过敏体质的识别

与治疗
了解儿童过敏体质的特点是预防和治疗的关键。通过专业诊断和个性化治疗

方案,可以帮助儿童获得更健康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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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过敏性疾病

免疫系统失调

过敏性疾病是由于免疫系统对某些日常物质产生异常反应而引起的一系列症状。

过敏原刺激

过敏源包括花粉、食物、药物等,接触或摄入这些物质会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

炎症反应

过敏反应会导致皮肤、呼吸道、眼睛等器官出现发红、肿胀、瘙痒等炎症症状。



过敏性疾病的常见症状

皮肤过敏反应

皮肤出现红疹、荨麻疹、瘙痒等症状,是最

常见的过敏表现。

鼻部过敏反应

鼻塞、流涕、打喷嚏等鼻部症状也是过敏

性疾病的主要表现。

呼吸道过敏反应

哮喘发作、喘息、胸闷等呼吸困难也可能

出现在过敏患者身上。



导致儿童过敏的常见诱因

室内污染

尘螨、宠物毛发、霉菌孢子等,

在密闭的室内环境中容易引发过

敏症状。

食物过敏

鸡蛋、牛奶、花生等常见过敏原

可能导致儿童出现皮疹、腹泻等

反应。

花粉过敏

春夏季节树木、草本植物开花时

释放的花粉是常见的吸入性过敏

原。

感染因素

细菌、病毒等感染可能引发免疫

系统过度反应,导致过敏性疾病

发作。



如何评估儿童是否存在过敏体质

1问诊病史

详细了解儿童过去和现在的过敏症状,以及家族遗传史、环境

暴露等相关信息。

2 皮肤测试

通过皮内试验或皮捻试验,检测儿童对过敏原的反应情况。

3血液检查

测定特异性IgE抗体水平,帮助诊断过敏性疾病的类型和严重

程度。



皮肤过敏试验的操作和阅读

准备

选择适当的过敏原,如常见食物、花粉、药物等,并备好试验所需的器具。

贴敷

在患者背部或前臂上贴敷过敏原,并将其固定。等待15-20分钟后观察反应。

观察

检查皮肤反应,观察是否出现红肿、瘙痒等症状。根据反应程度进行阅读和评估。

判断

依据反应强度,将结果归类为阴性、弱阳性、中度阳性或强阳性。这有助于诊断。



食物过敏的诊断与鉴别

诊断食物过敏

通过详细的病史采集、皮肤

试验和血清特异性IgE检测等

多种手段,可以确定引起患儿

过敏的具体食物种类。

鉴别食物不耐受

食物不耐受是由于消化系统

功能异常,而非免疫系统反应

引起的。需要进一步检查排

查其他病因。

排除其他原因

需要排除食物中毒、肠道感

染等其他可能导致相似症状

的疾病,以明确诊断。

诊断过程综合评估

在诊断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患

儿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

检查等多方面因素,以得出准

确结论。



吸入性过敏源的检测与预防

1 过敏原种类识别

需要检测室内外常见的过敏原,如花粉、尘螨、动物毛发等。

2 皮肤试验与血液检测

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或特异性IgE抗体检测,可确定过敏源。

3 环境因素监测

动态监测室内外环境中过敏源水平,为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4 科学防控措施

根据检测结果,采取隔离、清洁、药物等手段预防接触过敏

源。



过敏反应的分级和处理原则

过敏反应分级 症状描述 处理原则

一级 皮疹、瘙痒、鼻塞等轻微症状 观察并用抗过敏药物控制症状

二级 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心跳加快等中度症状 立即给予肾上腺素注射并密切观察

三级 严重呼吸困难、休克等危及生命症状 立即给予肾上腺素注射、支持呼吸并院急救

治

及时识别过敏反应等级,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施至关重要。轻微症状可以通过抗过敏药物管理,而中重度反应则需要立即给予肾上腺素等治疗,同时密

切观察病情变化。



过敏性鼻炎的诊断与治疗

诊断

通过问诊、鼻腔检查、皮试

或特异性IgE检测等方法，可

以诊断出过敏性鼻炎。症状

包括反复的鼻塞、流涕、打

喷嚏等。

症状评估

医生会评估患儿的症状严重

程度,如鼻塞程度、鼻涕量、

打喷嚏频率等,并制定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

治疗策略

1. 规避过敏原

2. 应用抗组胺药物、糖皮质

激素等药物

3. 免疫治疗和中药调理

预防复发

家长需要配合医生,积极管理

环境,调理生活习惯,以预防

过敏性鼻炎的复发。



过敏性哮喘的病因与症状

易致致敏源

过敏性哮喘常见的诱发因素包括

花粉、尘螨、动物毛发、食物等

过敏原。接触这些致敏源会引发

免疫系统过度反应。

呼吸道反应

过敏反应导致气道黏膜肿胀、痉

挛,使得呼吸困难,出现喘息、咳

嗽、胸闷等症状。

免疫失衡

过敏性哮喘患儿存在免疫功能失

衡。Th2细胞过度激活,分泌大量

过敏反应相关细胞因子,引发慢

性炎症反应。

遗传倾向

过敏性体质存在遗传倾向,如果

父母有哮喘病史,子女罹患的可

能性更高。



常见过敏性皮肤病的表现

湿疹

皮肤发红、瘙痒、出现水疱、

渗出液体等。常见于面部、四

肢皮肤。

荨麻疹

皮肤出现红色斑块伴剧烈瘙痒,

常因接触过敏原后出现。

皮肤过敏性紫癜

出现紫红色斑点,常伴有关节和

胃肠道症状。

接触性皮炎

接触某种过敏原后引起皮肤局

部发红、肿胀、瘙痒。



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病机制

过敏反应引发

当身体接触到过敏原时,会激活免疫细胞释

放组胺等化学介质,导致结膜血管扩张和炎

症反应。

症状表现

过敏性结膜炎主要表现为眼睛发红、瘙痒、

肿胀、分泌物增多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出

现角膜损害。

易感因素

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生与多种环境、遗传和

生活习惯等因素相关,需要综合评估并针对

性预防。



过敏体质儿童的生活方式建议

健康饮食

避免食用可能引发过敏反应的食物,

多吃新鲜水果蔬菜,增加营养摄入。

适量运动

定期进行适度运动,如游泳、散步,可

提高身体抵抗力,改善过敏状况。

保证睡眠

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保持良好的睡

眠质量,有利于身体恢复。

减轻压力

学会合理安排时间,适当放松心情,避

免过度焦虑影响过敏症状。



合理使用抗组胺药物的注意事项

正确剂量

应按医嘱规定的剂量服用抗

组胺药物,不可自行增减。过

大剂量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

适用人群

儿童和老年人使用时需格外

小心,因为他们的代谢能力可

能有所下降。

需要监测

长期使用抗组胺药需要定期

监测肝肾功能,以及血压、心

率等生命体征。

警惕副作用

抗组胺药可能引起嗜睡、干

眼、口干等不适反应,需及时

向医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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