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身甚至脸上随时随地出现大片的红肿、瘙
痒，感觉自己生活得已经非常仔细了，每天打扫卫
生，衣物勤洗勤换，不知道为什么还会过敏，而且越
来越严重。”每到春天，家住马鞍山市的张女士就苦
不堪言。

“出门前都要看看花粉预报决定戴什么口罩”
“家里光除螨仪就 4 个，还装了新风系统”“每次出
差，口服抗过敏药和鼻喷雾剂成了行李标配”……提
起过敏，很多人都有诉不完的苦，久病成医者更不在
少数。

采访中，不少专家表示，现在有过敏问题的患者
比过去多了不少，特点之一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他
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干净，却被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
疹、过敏性咳嗽等问题反复困扰。难道越干净越容
易过敏吗？带着疑问，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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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卫生很重要，但要注意干净
有度。

“有时让孩子接触少量的细菌，
这样免疫系统既能承受，又不至于生
病。”马婷婷提醒，如果将家里清理得
过度干净，所有地方都喷洒消毒水进
行杀菌，让孩子处于一个几乎无菌的
环境里，就可能使孩子失去增强免疫
力的机会，这样反而会增加过敏的概
率。

“门诊中发现，有个别儿童在花粉
季出现了反复眨眼睛、清嗓子症状，家
长误认为抽动症，最后结合临床症状
和过敏原检查发现其实是花粉过敏导
致的。”马婷婷告诉记者，过敏性疾病
是全身性疾病，会累及全身各个器官，
腹泻、腹痛、偏头痛、口腔溃疡、心悸、
多动等临床症状有时就与过敏有关。

过敏性疾病进程有规律可循吗？
“医学上有‘过敏进程’一说，指

的就是过敏性疾病通常从特应性皮
炎开始，然后会逐渐进展为 IgE 介导
的食物过敏、哮喘和过敏性鼻炎。当
然随着年龄增长，部分患者的过敏症
状会有缓解的倾向和自愈的可能。”
马艳良说。

专家特别提醒，从预防过敏的角
度来说，多与自然环境接触是十分有

益的。“研究显示，接触自然环境的人，
过敏的发病率更低。”杨碧莲说。

采访中，专家普遍表示，人类作为
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和细菌、花粉、粉
尘及其他各种微生物和谐共生的，人
不可能完全生活在无菌状态下，我们
的免疫系统也需要接受自然界的各种
复杂物质刺激，使之变得更强。

“大家一定要明白，不是所有的微
生物都是有害的，某些细菌和微生物
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帮助我们
的免疫系统学习识别真正的威胁。”马
婷婷再次强调。

“清洁消毒时，建议使用温和、无
害的清洁剂代替强力消毒剂。”马艳良
解释说，过度使用抗菌产品会导致抗
药性菌株的发展，还可能干扰人体自
有的微生物群。“可以选择标有‘生物
降解’的清洁产品，这些产品对环境友
好，对人体微生物群的影响也较小。”

在防治过敏方面，除了使用抗组
胺药物外，不少患者还选择了中医治
疗。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精髓，
理、法、方、药一致才能获得良好的治
疗效果。”杨碧莲介绍，虽然是同样的
疾病，不同的中医证候需要给予不同
的治法和药物，比如风热蕴肤证就要

祛风清热，常选银翘散加减；血热证就
要清热凉血，可选犀角地黄汤加减。

“如果疾病持续时间过长，患者出现正
气不足，那么驱邪外出的同时还要扶
正，比如玉屏风散，药物组成包括黄
芪、防风和白术三味药，具有很好的匡
扶正气，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这对一些
缠绵难愈的过敏性皮肤病有较好的促
进恢复和预防复发的作用，但是临证
时要辨证分析，适当加减。”

“辨皮损的颜色形态等，是特应性
皮炎的有效辨治法。”杨碧莲介绍，“颜
色鲜红，多考虑风热或者血热；如果肿
胀，渗出严重，考虑湿邪蕴肤；如果瘙
痒无度，痒无定处，考虑风邪为患。”

“免疫力低下时过敏容易发作，所
以要尽量避免频繁熬夜、不健康地减
肥、过度疲劳等情况。”杨碧莲建议过
敏人群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养成良好
生活习惯，防止过敏发展成慢性疾病，
对身体造成更大伤害。据《光明日报》

清洁过度可能更容易过敏清洁过度可能更容易过敏

太爱干净，可能也是一种错

现如今，不少人习惯用酒精等消毒
剂清洁衣物和地面，只要是手能接触到
的地方，都会先消一遍毒。病菌被消灭
了，却逃不过过敏，而且发病率越来越
高，这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过敏是一种免疫反应，是人体对于
特定物质的异常反应，也称为变态反
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马婷婷介绍说，Ⅰ
型变态反应即速发型过敏反应，是临床
最常见的一种，常表现为荨麻疹、过敏性
鼻炎、腹痛腹泻等。

“Ⅰ型变态反应主要由IgE介导，涉
及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的活化。在
致敏阶段，变应原进入机体后刺激B淋
巴细胞产生 IgE 抗体，这些抗体与肥大
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表面的Fc段结合，
使机体处于致敏状态。当机体再次接触
同一变应原时，IgE 抗体与其特异性结
合，导致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多种生物
活性介质，如组胺、激肽、5-羟色胺等，
这些介质引起血管扩张、平滑肌收缩、腺
体分泌增加等症状，从而导致过敏反
应。”马婷婷解释道。

“过度清洁会造成有益细菌缺失，导
致免疫失衡，反而容易导致过敏。”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
师马艳良向记者讲解道，“日常环境中的
微生物大部分是有益的，有益细菌长期
生活在口腔、肠道、呼吸道中，构成了人
体的免疫屏障，可以抵抗有害病原，维持
免疫平衡。”

“适度接触微生物，可能会降低人们
罹患过敏性疾病的风险。”这是医学界一
度盛行的“卫生假说”的主要观点。该假
说认为，感染性疾病和过敏性疾病是一
个平衡，前者少了，后者就容易多发。而
过敏反应又包括速发型反应和迟发型反
应。

“在过敏的早期阶段，肥大细胞释放
组胺、类胰蛋白酶、白三烯、前列腺素、细
胞因子等介质，速发型反应在暴露于过
敏原的数分钟内发生，持续 40~60 分
钟。”马艳良说，比如接触过敏原后立刻
打喷嚏、流鼻涕，就是这些颗粒使鼻部黏
膜水肿，血管中的液体外渗造成的。

“迟发型反应可理解为免疫系统产
生了针对过敏原的抗体，这些抗体与过
敏原结合后激活了慢性炎症反应。”马艳
良说，迟发型反应通常在接触过敏原后
数小时至数天后发生，症状包括皮肤红
肿、瘙痒、呼吸困难、胃肠道不适等。

免疫细胞里藏着“过敏记忆”

“学龄前是人体免疫形成的重要
时期。”马艳良说，此时接触到环境中
的过敏原，淋巴系统里的一些记忆细
胞会形成免疫记忆，长大后可能就不
会对其产生过敏反应。

“我们团队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个
结果。”马婷婷介绍，团队曾对内蒙古
地区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患病率及危
险因素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
示，城市地区的花粉诱导的过敏性鼻
炎的患病率高于农村地区（城市地区
为23.1%，农村地区为14.1%）。

“农村地区多靠燃煤或燃木取
暖，居民接触了更多的微生物及其产
物 ，如 细 菌 内 毒 素 和 环 境 分 枝 杆
菌-ria7，可能具有预防特应性疾病的
潜力。”马婷婷解释说，“适当暴露在
微生物更多的环境中，内毒素会引发
正常的 T 细胞免疫反应，促进人体内
的免疫平衡，加强免疫调节，预防过
敏性体质的产生。”

“其实，人体有 TH1 和 TH2 两类
免疫细胞，TH1 主要的职责是对付外
来的细菌病毒，而TH2则主要应对寄
生虫和过敏原。健康的状态应该是两
者平衡，相反，如果一方被削弱了，另
一方就会变强势。”马婷婷说，过于讲
究卫生使人体感染机会减少，这样对
付细菌病毒的 TH1 得不到发挥，TH2
就会占据优势，发展成各类过敏疾病。

最 近 一 期 过 敏 性 疾 病 期 刊
《Allergy》中的一篇论文做了相关实验
——用两种家用洗衣剂对小鼠背部皮
肤进行多次稀释处理，洗涤剂处理4小
时后，通过电阻抗谱（EIS）和经表皮失
水量（TEWL）测量评估屏障功能，并对
人体皮肤活检样本进行 RNA 测序和
靶向多重蛋白质组学分析，以研究洗
衣粉和洗涤剂对体外人体皮肤的处理
效果。实验发现，洗衣剂损害了人体
皮肤的表皮屏障。

“不少研究已经发现，皮肤屏障

功 能 的 损 害 与 皮 肤 过 敏 性 疾 病 有
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
科主任医师杨碧莲介绍，皮肤屏障是
指皮脂膜+角质层。放大看皮脂膜和
角质层，可以发现排列整齐的角质细
胞和细胞间隙中的脂质组合成像城
墙一样的保护层，所以又将皮肤屏障
比作“砖墙结构”。

“完整的墙有墙纸、砖块和水泥，
墙纸代表皮脂膜（皮肤分泌的油脂为
主），砖块代表角质细胞，水泥代表生
理性脂质。”杨碧莲打了个比方，清洁
过度就会洗掉墙纸，接着水泥就会流
失，砖块之间也就不稳定，墙的通透性
增加，水分就会更易丢失，使皮肤干燥
脱屑；外界的刺激物易于进入，从而诱
发炎症，表现为发红，发热，刺痛等。

“经过冲洗的衣服，洗涤剂仍可能
残留，接触皮肤后会产生刺激，过敏者
就会出现红斑、丘疹、瘙痒等症状。”杨
碧莲说。

干净有度，清洁与健康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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