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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过敏试验的结果判定及影响因素

山东省立医院 白秀勤

青霉素
、

链霉素
、

普鲁卡因三种过敏试验是我

科每个病人手术前必做的过敏试验
。

有时对于同一

个病人
,

不同的人
,

不同的时间去做
,

皮试结果差

异较大
。

近来发现皮试总的特点是阳性率增高
。

特

别是普鲁卡因阳性率增高
。

这样给病人的手术麻醉

带来了困难
。

有时
,

麻醉人员为了工作需要
,

对普

鲁卡因阳性病人在手术室进行重做
,

大部分的阳性

病人是阴性
。

充分说明了
,

我们所做的皮试结果是

不准确的
。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
,

我们进行了细致的

观察与对比
,

初步认识到了影响皮试结果的若千因

索
。

一
、

青霉素过敏试验
:

一般是在使用青霉素以

前或为手术后使用青霉素做准乱 对于使用青霉素

但停药在 24 小时以上者也应重新皮试
。

我们使用的

皮试液是全院统一配制的
,

浓度为 l : 2。。~ l
,
500 单

位
。

结果判定
:

阴性
.

皮丘无改变
,

周围无红肿
,

无 自 觉症

状
。

阳性
:

局部皮丘隆起
,

并出现红晕硬块
,

直径

大于 1恤
。

或红润周围有伪足
,

痒感
,

严重可出现

过敏性休克
。

影响结果正确判定的因素
:

1
.

主观因素
:

是指掺杂了个人的思想情绪而

使结果判断有误
。

由于青霉素过敏性休 克 比较 严

重
,

许多护士
,

特别是年轻护士对此有恐惧感
,

其

心理是不能打青霉素换别药都一样
,

没有必要在两

可之间冒险
,

只要有红润
,

也不管皮丘软硬
,

直径

大于还是小于 I c m ,

不经过仔细的分析
,

就将其判

为阳性
,

盲目地扩大安全范围
,

以此来平衡心理
,

这种情况临床上非常多见
。

2
.

储存及时间因素
.
因配制好的青霉素试验

液极不稳定
,

易在室温下迅速降低效价
,

转变为青

霉素稀酸和人体蛋白结合成全抗原
,

而成为致敏物

质
。

所以
,

要严格在规定时间内使用
,

且 储 存 于

10 ℃以下的环境中
,

在一般的室温中24 小时以上其

阳性率增高20 %
,

因此
,

青霉素皮试液要存放在冰

箱内
。

否则
,

使用过期的青霉素试液是产生高阳性

的一个重要原因
。

造成这种原因的几种 情 况 有
:

( i )根本不了解过期使用会造成高阳性
。

( 2 )责任

心不强
,

认为过期就过期
,

只要做完试验完成自己

的工作就行
。

( 3 )药瓶表面的停止日期不清楚
,

药

液做好后在拿取过程中不小心就会将字迹擦揖
,

别

人使用时就不容易辨别
。

( 4 )新配制的药液拿取不

及时
,

有的护士就将错就错
,

使用过期的试液
。

3
.

皮丘之间的距离因素
:

在做手术前准备时

我们是青霉素
、

链霉素
、

普鲁卡因三种 皮试
.
可时

做
,

并按顺序依次排列
,

间隔一定的距离
,

一般是

5的以上
,

如果两种距离小于 3
cln 便可相互影响

,

如果有一种出现过敏反应
,

特别是红润范围 较 大

者
,
可影响到相邻的那一种

,

而无法对皮试做出正

确的结果判断
。

4
.

部位的选择
:
过敏试验部位的 选择 是 严

格
、

认真的
。
一般是在前臂内侧皮肤细嫩处

,

局部

无红瘫
、

炎症
、

红肿破损
,

注入药物后避免压迫
、

摩擦
,

以防假阳性出现
.

对一些皮肤污垢太多的病

人应清洁以后再做
,

看结果时注意在光线明亮处
。

同时注意无痛部位的选择
,

尽量减少病人的痛 芳
,

一般在腕纹上 3呱 处疼痛最轻
。

二
、

链霉素皮内过敏试验
:

对链霉素过敏的病

人虽较青霉素为少
,

但近来有增无减
。

其原因还有

待于大家深人探讨
。

我院配制的链霉素 的 浓 度 是

l
: 1。。。单位的

,

相对来说比青霉素稳定
,

自配淤之

日起
,

在 10 ℃以下的环境中
,

可使用二个月左右
。

对链霉素过敏者其主要症状是口唇及面部发麻
。

链

霉素的结果判定及影响因素基本上和青母素相同
。

三
、

普鲁卡因过敏试验
.

普鲁卡因过敏试验的

浓度是。
.

25 %
,

皮内注入。
.

lm l含普鲁卡因。
.

。。 0 2 5

克
。

判定标准基本上和青霉素相同
。

影响因素
.

1
.

浓度因素
:

有一段时间
,

病房 内因没 有

。 .

7 5 %的普鲁卡因试验液
。

我们用 1 % 的 自 己配

制
,

其皮试结果
,

阳性率大增
,

事后我们通过仔细

计算发现浓度增加了一倍
,

这些阳性病人经麻醉科



1甘 . 3年第 O卷第 1期 J `

重做后一律是阴性
。

这件事提醒了我们只有准确的

掌握皮试液的浓度
,

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性
。

2
.

储存因素
.

普奋卡因皮试液开放以后
,

对

储存环境要求十分严格
,

开放后的试验液必须存放

在 10 ℃以下的环境中
。

在室温中
,

开放 24 小时以上的

试验液阳性率大大增高
。

我院所用的普鲁卡因皮试

掖是用 500 m l的玻璃瓶内装 2 50 m l
.

这种规格的包

装很不适应临床的需要
,

同时也是很大的浪费
。

建

议制作同青霉素
、

链霉素相同规格的包装
。

3
.

判定标准的问题
:

对于周围红 润 略 大 于

1 .
,

但红润不明显
,

且皮丘无硬结
,

无痒感
,

这

种情况我们判为阳性
,

经过临床使用
,

均无任何不

良反应
。

这充分证明了皮试结果的判定在一定程度

上也应是灵活掌握
,

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来做出正

确的判断
。

曾有两例病人因故暂停手术
,

一周 以后

又开出手术医吼
`

护士去做青霉素
、

链霉素
、

普鲁卡

因试验
,

三种结果全为阴性
,

往病历上做记录时
,

发现上次手术准备时三种试验全是阳性
。

按阴性川

药后无任何不适
。

两次皮试同一个病人结果相反
。

由此可见
,

药物的皮试结果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

比较复杂的
。

对于阳性来说
,

只要没有全身反应
,

均可重新做试脸
,

不应局限在教课书上所讲的
,

皮

试前询问过敏史
,

只要有阳性一律不 再重做皮试
。

关键是应该分清局部的反应还是全身的反应
。

如有

全身反应就不要重做了
。

另外
,

药物皮试士
,

时辰的因素近来有的杂志

已有报道
。

在 24 小时内药物皮试应选择在夜间招点

至中午 12 点来做
,

可以减低阳性率
,

尽管早
、

晚注射

的药物相同
,

但由于昼夜皮肤对组织胺等过敏性活

性物质反应性的差异
.

而出现不同的结果
。

总之
.

尽管影响皮试撼朱的因素很多
,

只要稍加注意
,

不

断积累经验
,

正确判断各种药物的皮试结果
,

也是

易于掌握的
。

消除注射器死腔容积对皮试浓度影响的方法

浙江农业大学卫生科 王 沁亚

注射器死腔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

临床用药很少

有人把它计算在内
。

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
,

它不能不使每次注射药量受到相应的影响
,

特别是

对皮试液浓度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
,

所以已经引起

人们的注意〔 1 〕。

但消除死腔对皮试 液浓度 的 影

响
,

应对常用的注射器及针头的死腔加以定量的测

i一2月
马件量和计算

。

我以皮试用 l m l注射器和用权
、

从附图可见装上针头的注射器在活塞推到底以

后
,

前方有一不在计量范困的死腔
.

这死脸 可以分

为三部分
:

即乳头内部 (V 口
,

乳头与针栓之间的内

部空间 ( V户
.

针梗内部空间 ( v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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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

得到平均数见下表
.

lm l 注射器为江苏省武

进县医疗器械厂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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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
i

. 匀一二

洛
针头为例进行实际测量

。

襄 1 用 不 同 针 头 的 死 胜 v 总 的 容 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旧 `

. , 尸 . ,

一
l -

(口m )

内径D t

( m m )

V : ( m m ) ,

。 竺旦卫竺l
:

4

I笼

( nI m )

内径 D ,

(口m )

.V : ( m川 ) ,

二些竺勒
,

4

{s

m m

内径 V 。 ( m二 ) , V对

又1

( m m )

~ 丝 l
。

4

二 V l + V t + V ,

t 几 , m ) s

场18幼拿4针头

才4
一

;
一

` !头

,“

告
针矢

1 3

1 3

小1
.

10

小1
.

10

1 2
。

35

1 2
.

3 5

2
.

0 6

2
.

0

1
。

63

、 4

、 4

2 7 2

2 6
.

4

0
.

2

0
.

2 6

0
,

4 7 4 0
.

0 2

0
.

8 8 3 9
,

63

13 今1
.

1 0 12
.

35 、 召 22
.

2 0
.

3 6 2
.

21 3 6
.

T6

.v :按近似圈柱体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