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害 因此 我们应进一步规范外科抗菌药物的使
用范围 降低围手术期抗菌药物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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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头孢菌素类药物皮试的意义 方法 统计该科头孢菌素类药物皮试的结果 搜索
文献 统计头孢菌素类药物致过敏性休克的个案及其相关因素 并收集不良反应 变态反应和过敏性休克的发
生率 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该科 2006 ~2011年头孢菌素类药物皮肤过敏试验阳性率为 2.59% 假阴
性率为 0.24% 在相关文献中 头孢菌素类药物不良反应 变态反应和过敏性休克发生率分别为 2.34% 
1.65% 0.54% 结论 首次注射头孢菌素类药物前有必要行皮肤过敏试验 采用原药作皮试液更有实际指
导意义 
  "关键词# 头孢菌素类药物  皮试  变态反应  过敏性休克
  "中图分类号# R9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 -3806$2012%09 -0861 -03
  doi&10.3969/j.issn.1674 -3806.2012.09.20

Significanceofskinallergictestofcephalosporins CHENyong-bin ZHAO in yAOGuo-xian etal.Depart-
mentofCommunit}Health Baoan People sHospitalof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significanceofskin allergictestofcephalosporins.Methods There-
sultsofskin allergictestofcephalosporinsin ourdepartmentwererecorded and therelated literatureswerecollected
forcarryingoutstatisticsofcaseofanaphylacticshock caused bycephalosporinsand itsassociated factors and itsin-
cidencerateofadversereactions allergicreactionsand anaphylacticshock wererecorded then thecomparativeanal-
ysisoftheresultswasperformed.Results In ourdepartmentfrom2006 to2011 theskin allergictestpositiverateof
cephalosporinswas2.59% itsfalsenegativeratewas0.24% theinvestigation ofrelated literaturesshowed theinci-
dencerateofadversedrugreactions allergicreactionsand anaphylacticshock ofthecephalosporinsseparatelywere
2.34% 1.65% 0.54%.Conclusion Itisnecessarytomakeskin allergictestbeforethefirstinjection ofcephalo-
sporins.Usingtheoriginaldrugforpreparingsolution ofskin allergictesthasmorepracticalsignificance.
   Key words  Cephalosporins  Skin allergictest  Allergicreactions  Anaphylacticshock

  中国药典对头孢菌素类药物是否需要皮肤过敏
试验 以下简称皮试 没有明确规定 学术界仍在争
论之中 1  而且头孢菌素类药物皮试的假阳性 假

阴性问题突出 在皮试液来源的问题上国内医院做
法也不一致 1  皮试预测变态反应的能力还需要商
榷 本文收集我科 2006 ~2011 年头孢菌素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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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试的资料 结合国内 1989 ~2011 年文献资料进行
分析 探讨头孢菌素类药物皮试的临床意义O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我科 2006 ~2011 年所有注射头孢
菌素类药物的患者在注射前一律采用含原药 300 $g/
mI浓度的稀释液作皮试O 皮试方法1消毒前臂屈侧
关节上约 6.6 cm处皮肤 抽取皮试液约 0.1 mI作皮
内注射(小儿注 0.02 ~0.03 mI)O 结果判断120 min
后 如局部出现中心晕团 周围红斑 直径>1 cm 或
局部红晕或伴有小水泡者为阳性O 按阳性 阴性 假
阴性(是指皮试阴性而用药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过
敏反应的病例)统计皮试结果O
1.2 检索方法 搜索 1989 ~2011 年<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 有关头孢菌素类文献 搜索词包括 头
孢   不良反应   变态反应   过敏   休克 等 
统计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过敏性休克在不良反应
和变态反应中构成比 推算过敏性休克发生率(过
敏性休克发生率=不良反应发生率>过敏性休克构
成比)O 收集并统计头孢菌素类药物引发的过敏性
休克病例个案及其相关因素 比较假阴性与非皮试
间 有否过敏史之间及过敏性休克潜伏时间的差别O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 U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
2 结果
2.1 我科应用头孢菌素类药物皮试结果 2006 ~
2011 年我科注射应用头孢菌素类药物共 14 种 常
用的前 4 种依次是头孢尼西钠(浙江永宁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批号 100102)1 623 例 头孢曲松钠(广州
白云山关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101230)1 085
例 头孢唑啉钠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101204)898 例 头孢拉定(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批号 1004102)578 例 病例总数为 4 600 例O 其中
皮试阳性者 119 例 阳性率为 2.59%;阴性者 4 481
例 阴性率为 97.41%;假阴性者 11 例 假阴性率为
0.24%O 阳性率与假阴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9.54 P<0.05)O
2.2 文献头孢菌素类药物不良反应统计结果 
1989 ~2011 年有关研究头孢菌素类药物不良反应
和变态反应发生率的文章共 5 篇 结果见表 1O 有
关头孢菌素类药物致过敏性休克在其不良反应和变

态反应中构成比的文章 14 篇 共 1 387 例 发生变
态反应 826 例 占 59.55% 其中过敏性休克 323 例 
占 23.29% 其他过敏反应 503 例 占 36.27%;其他

不良反应 561 例 占 40.45%O 过敏性休克发生率
为 0.54%O
表 1 头孢菌素类药物不良反应与变态反应发生率

  统计结果!Z"%#%

文献序号 例数 不良反应 变态反应

1 2367 48(2.03) 42(1.77)

2 4672 - 84(1.80)

3 1000 30(3.00) 18(1.80)

4 4159 114(2.74) 76(1.83)

5 2920 52(1.78) 29(0.99)

合并率 15118 244(2.34) 249(1.65)

2.3 文献头孢菌素类药物致过敏性休克个案统计
结果 1989 ~2011 年有关头孢菌素类药物致过敏
性休克个案报道 120 例 其中 3 例皮试阳性病例系
皮试当时即发生过敏性休克O (1)假阴性(原液皮
试阴性 38 例 非原液皮试阴性 10 例) 病例占
40.0%(48/120) 非皮试病例占 57.5%(69/120)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 =3.84 P<0.05);
皮试(原液皮试阴性 +非原液皮试阴性 +皮试阳
性)病例占 42.5%(51/120) 与非皮试病例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U =3.29 P<0.05)O (2)有过敏
史病例占 7.5%(9/120) 无过敏史病例占 42.5%
(51/120)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 =8.85 
P<0.05)O 过敏史不详 60 例占 50.0%O (3) 120
例过敏性休克患者 休克发生在用药 1 h 内者 88
例 >1 h者 32 例O
3 讨论
3.1 我科头孢菌素类药物皮试阳性率为 2.59% 假
阴性率仅为 0.24%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 推
算我科 2006 ~2011 年注射头孢菌素类药物的 4 600
例病例中约有 26 例(4 600 >2.34% >23.29%)过敏
性休克病例发生O 值得一提的是本科在注射用药前
一律行皮试 无一例过敏性休克病例发生O 说明注
射前行皮试对应用该类药物的实际工作有重要指导

意义O
3.2 据全国合理用药监测办公室对 412 家医院头
孢菌素类药物使用情况的调查 2]  2008 年日用药人
次数 (DDDS)  DDDS=总用药量/限定日剂量
(DDD)]为 274.8万;推算 2008年度该类药物所致的
变态反应约有 4.53 万人次(274.8 >1.65%) 过敏性
休克约有 1.50 万人次(274.8 >2.34% >23.29%)O
这些数字足以引起广大医务工作者对头孢菌素类药

物皮试必要性的深思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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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根据本研究对过敏性休克潜伏时间的统计显
示,休克发生于用药后1 h内者几乎是用药后超过
1 h者的 3 倍 说明头孢菌素类药物引发的过敏性
休克病例大多数<约有 73.33%>与免疫球蛋白 E
<IgE>相关 我们知道皮试能够检验出与变态反应
原密切相关的特异性 IgE抗体,所以用药前行皮试
可避免大多数由 IgE介导的过敏性休克病例的发
生 
3.4 本研究发生过敏性休克的病例中,无过敏史者
几乎是有明确过敏史者的 6 倍,差异非常显著 过
敏史是影响过敏性休克发生率的因素之一,只作为
预测变态反应的参考,提示用药时应慎重,而不应列
为判定行皮试与否的依据 本研究过敏史不详者
60 例,占 50.0%,说明临床医生对过敏史采集不够
重视 
3.5 120 例过敏性休克病例中,假阴性者与非皮试
者相比较 皮试者<包含假阴性病例和阳性病例>与
非皮试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 值分别是
3.84 3.29,P<0.05> 说明不行皮试而用药所需
承载的风险更大,皮试在降低用药风险中的作用值
得重视 
3.6 本研究假阴性组有 10 例系采用非原药作皮试
液而发生的休克病例 分析原因 每种头孢菌素类
药物的抗原决定簇并不完全相同,青霉素与头孢菌
素类药物之间可呈现部分交叉过敏反应,对青霉素
过敏病人应用头孢菌素时发生变态反应达 5% ~
10% 如做免疫反应测定时对青霉素过敏病人对头
孢菌素也过敏者可达 20% 3  Romano 4 和 Apter 5 

分别证实在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药物之间,其中
一类药物过敏可用另一类药物皮试阴性者替代 因
此用非原药皮试液预测头孢菌素类药物变态反应的

可靠性是有限的,特别是 3 位侧链结构独特的头孢

曲松钠引起的药物变态反应则更难用其他头孢菌素

类药物来预测 6  
3.7 本研究头孢菌素类药物引发的变态反应在其
不良反应中的比例 >50%,以过敏性休克危害性最
大 头孢菌素类药物致敏物质虽然尚不清楚,但与
药物降解产物 药物中存在的高分子聚合物杂质等
成分及含量有关 即使高聚化合物杂质含量被控制
在 1/1 000 以下,为确保患者用药的安全性,也应先
做皮试 5  我科头孢菌素类药物皮试阳性率达
2.59%,变态反应发生率为 1.65% 显然假阳性的
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故皮试在预测变态反应中的作
用受到争议 但就现有的医学水平,在使用头孢菌
素类药物的实际工作中,皮试不失为防止用药安全
隐患的有效方法 因此,从安全用药出发,应当重视
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变态反应,在强调头孢菌素类药
物皮试必要性的同时,也应强调使用原药作皮试液
在实际工作中回避风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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