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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城市化节奏加快，过敏体质伴随的过敏性疾病增多，其潜在地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卫生损失。为了减少过敏
体质的发生，调整过敏体质者向平和体质的转变以及防止已经转向平和体质的人群再次发生过敏，本文探讨了过敏体质

的三级预防措施。重点在于一级预防，主要包括优生优育，调摄情志，体育锻炼，饮食起居调养，宣传教育与早期鉴别，其

他预防等６条措施。二级预防主要是合理利用各种脱敏方调体治疗过敏性疾病，三级预防主要是利用“辨体辨病辨证”
三辨模式改善过敏体质治愈过敏性疾病并防止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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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体质是指在禀赋遗传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
异体质，在外在因子的作用下，生理功能和自我调适

力低下，反应性增强，其敏感倾向表现为对不同过敏

原的亲和性和反应性呈现个体体质的差异性和家族

聚集的倾向性［１］。过敏体质人群外在表现与常人无

异，因此很难识别。目前患有疾病的过敏体质人群，

大多人首选西药治疗，尤其激素的使用，造成了人体

严重的阴阳失衡，不仅伤财，更耽搁了治病的时机。

因此做好过敏体质的预防很有必要。预防，就是采

取一定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体质在预

防中的意义尤为重要。王琦教授提出体质三级预防

学说，从调体拒邪、调体防病和调体防变３个演进层
次体现了改善体质在预防疾病的作用。本文也从这

３个角度谈谈过敏体质的预防。
１　过敏体质的一级预防

一级预防即病因预防。个体体质的特殊性，往

往导致机体对某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同时，体质

特征受先后天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先天

禀赋对个体体质形成的影响，还要重视后天调养的

作用。要增强体质，提高正气抗邪力，防止过敏体质

的形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１１　优生优育　生育是影响后代身心健康的重要
因素，优生优育是改善人类的遗传素质，提高人口质

量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双亲过敏史是婴儿过敏性

疾病的高危因素，父母亲过敏史分别与婴儿荨麻疹、

湿疹有关［２］。夫妻双方的过敏体质更易提高胎儿的

过敏风险，与母亲更密切，新生儿过敏的发生时间主

要在前２个月，主要以皮肤过敏为主［３］。妊娠期糖

尿病是过敏性疾病发生的高危暴露因索，脐血及孕

妇外周血过敏性疾病均有预测作用［４］。因此过敏体

质者生育前一定要做好调体。

１２　调摄情志　人的情志活动是人体对客观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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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刺激的不同反应，精神情志的改变，对人体的功

能活动有直接的影响。若情志失常，则气血失调，容

易加重偏颇体质，诱发疾病。通过对临床花粉病过

敏患者的跟踪调查，发现过敏病患者的发病率、复发

率、发病严重度同患者的精神状态存在相关性，通过

心理辅导，治疗作用明显［５］。不良的情绪因素也可

使过敏性疾病加重，如哮喘发作中，常伴有不愉快的

情绪［６］。因此条畅情志，积极生活，培养爱好如唱歌

跳舞，琴棋书画，与人交流等对预防过敏体质具有重

要的作用。

１３　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可促进气血流畅，使人筋
强肉实，脏腑功能健旺，增强体质；还能条畅情志，促

进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加强体育锻炼，是增强体质，

减少过敏体质发生的重要手段。过敏体质人群多有

气虚的表现，因此可以练习八段锦、易筋经等增强体

质，防治过敏体质的形成。

１４　饮食起居调养　人与天地相应，所以人体应该
根据四时阴阳的变化规律而加以调摄。春季阳气条

达，晚睡早起，饮食宜辛甘微温；夏季阳气旺盛，晚卧

早起，饮食宜清淡；秋天阳敛阴长，早卧早起，饮食宜

防燥护阴；冬季阴盛阳藏，早卧晚起，饮食宜护阴潜

阳。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惯，常能影响人体正气的强

弱，因此要顺应四时以调寒温。除此之外，过敏体质

者还要注意以下事项：１）剖宫产婴儿出生后适当添
加活性双歧杆菌的适度水解配方。研究显示添加此

配方能显著降低剖宫产婴儿过敏的发生率，且营养

与普通配方奶相当［７］。２）尽量不要居住在潮湿环境
中，注意房屋通风。２０１０年９月，来自全国１０所大
学的学者在中国１０个重要城市启动了中国室内环
境与儿童健康研究（ＣＣＨＨ），结果显示过敏性疾病
患病率在湿润环境（主要指夏热冬冷且建筑无集中

供暖的地区）中要高得多［８］。室内发霉或潮湿及室

内吸烟和含挥发性有机化学物的室内装修装饰材料

等，是儿童过敏性疾病的危险因素［９］。“霉点”与鼻

炎相关，“被褥受潮”与儿童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症状

显著相关［１０］。床褥经常晾晒可降低儿童过敏性疾

病的发生［１０］。３）不要马上住进新装修的房屋中。
儿童０１岁期间家居新装修，与儿童的鼻炎和湿疹
症状呈显著正相关。

１５　宣传教育与早期鉴别　通过分析０～５岁儿童
皮肤点刺试验发现：早期儿童喘息可能是发生过敏

性哮喘的重要因素［１１］。因此有出现喘息的儿童请

及时给与鉴别诊断。过敏性鼻炎者，应与慢性鼻炎，

鼻窦炎等加以鉴别。家长对于过敏性疾病的认知水

平普遍偏低，有六成的家长认为过敏对儿童的生活

不会造成影响，也不会带孩子去咨询及治疗，这对儿

童过敏性疾病的防治工作极为不利，容易造成过敏

体质及病情的加重，医护人员及社会应重视过敏性

疾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１２］。

１６　其他预防措施　研究证实长程母乳喂养的婴
儿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显著低于人工喂养的婴儿。

喂养婴幼儿时在其食物中添加乳酸杆菌能有效抑制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并促进婴儿建立以双歧杆菌、乳

酸杆菌为优势的肠道微生态环境，有利于产生耐

受［１３］。４～６个月是生命早期建立口服耐受的关键
时期，此时添加固体食物可预防过敏［１４］。蛋黄和蛋

白可在６个月前添加，鱼虾可在８个月前添加，坚果
应在１岁后添加［１５］。此外，中华名方“玉屏风散”颗

粒具有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的功效，平时易感

冒或气虚者，可以服用以预防过敏体质的发生。

２　过敏体质的二级预防
二级预防即临床前期预防，即在疾病的临床前

期做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期发现的具体方

法有普查，定期健康检查等。中医体质学说为疾病

的二级预防提供了简便的筛检措施。《中医体质分

类与判定标准》经过九年的临床应用，证明其在体质

类型的评定上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准确性，可以用

来做筛查工作。

２１　早发现，早诊断　过敏体质者易感风寒湿之邪
而患病，因此，对于具有过敏体质而未发病的人群，

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致病因子对人体的侵袭，积

极改善过敏体质，阻止疾病的发生。诊断过敏性疾

病如风疹、皮炎、湿疹等有个简洁的测试方法：皮肤

过敏测试，在手臂前臂内侧划一道痕，如果在１～２
ｍｉｎ之内出现红晕或条状的隆起阳性反应，要高度
警惕过敏。对于遇到冷空气，沙尘，或花粉等出现流

鼻涕，鼻塞，打喷嚏，鼻痒，或憋气，喘等不舒服症状

时，也需明确诊断。有学者认为舌苔属于地图舌者，

可能是过敏体质的征兆。平时也可以使用中医体质

量表或者中医体质辨识 ＡＰＰ进行体质判定，如出现
过敏体质者或倾向者，应加以注意，尽快调理。王琦

教授认为慢性咳嗽久不愈的患者，多数可能属于变

异性咳嗽，因此临床上需要做鉴别诊断。

２２　早治疗　临床上，对于过敏体质（倾向），可服
用王琦教授调理过敏体质的代表方：玉屏风散、消风

散、过敏煎等。常见药物有黄芪、白术、乌梅、蝉蜕、

当归、黄芩等。过敏体质症状表现各不相同，临床上

可辨病对症加药。对于已经形成疾病，比如过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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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炎，变异性咳嗽，哮喘，湿疹，荨麻疹，过敏性紫癜，

过敏性腹泻等，王琦教授分别制定了脱敏止嚏汤，脱

敏止咳汤，脱敏定喘汤，脱敏湿疹汤，脱敏消风汤，脱

敏消癫汤，脱敏理肠汤［１６］来治疗，这些方子都是建

立在调理过敏体质的基础上，针对各个疾病的不同

而制定的。运用这些脱敏方，从根本上改变身体的

土禳，从而使疾病治愈。临床上也可以小验方来缓

解过敏，如马齿苋或紫草煎水外洗。对于过敏性鼻

炎，可通过按摩迎香、鼻通、上星等穴位或熬葱白百

合羹缓解症状；针对变异性咳嗽，可凉拌鱼腥草或刺

血尺泽穴缓解症状。过敏性疾病属于疑难杂病，过

敏体质也是一个时间段里的身体状况，因此治疗过

敏体质需要一个过程，这也符合“缓则治其本”的中

医治病理念，需要医生给患者耐心的指导与解释。

ＭＯＲＡｓｕｐｅｒ生物共振诊断治疗仪可以实现过敏原
的反向脱敏治疗［１７］，必要时也可辅助使用。

３　过敏体质的三级预防
三级预防即临床预防，对已患某些疾病者，及时

治疗，防治恶化；改善过敏体质，防止过敏性疾病的

复发。一级预防措施中的一些措施同样适用于二三

级预防。针对过敏性疾病，要注意患者的体质差异

有利于确定征候的变化方向。随着疾病的发展，证

候始终不会脱离体质这根轴线，终归受体质制约。

因此过敏性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应时时注意到体质

对证候的制约与影响，从而掌握证候的转变规律，更

好地为治疗服务。

在治疗中要准确地使用“辨体辨病辨证”模
式，在治病的基础上注意积极改善患者的过敏体质，

根据症状选药，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证候，治愈过敏性

疾病。辨体即用玉屏风散、消风散、过敏煎等；辨病

即用上面各种脱敏方；辨证即分清证型用药。在证

候消失，疾病痊愈的同时，由于患者的偏颇体质得到

了纠正，消除了发生的基础，使机体提高了对治病因

子的抵抗力，预防疾病的复发。对于过敏性疾病患

者，症状消失了，也需要坚持服药一段时间加以巩

固，以彻底改善体质状况。同时注意调情志，促锻

炼，养成良好的生活态度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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