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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性食物安全中的过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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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物性食物过敏严重影响部分人群 的生活质量
,

甚至危及生命
,

目前尚无特效疗法
。

加

强动物性食品过敏的墓础研究
,

建立高效
、

特异及快速检测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的方法
,

开展动物性

食品过敏原的生物信息学的研究
,

是动物性食 品过敏研究的发展方向
。

同时
,

建立预防动物性食物

过敏发生的安全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
。

〔关键词 ] 动物性食品
,

食物过敏

1 前 言

食物过敏是人们对食物产生的一种不良反应
,

属机体对外源物质产生的一种变态反应
。

人类对食

物的不良反应的记载已有 20 汉) 多年的历史
,

早在 1

世纪时
,

古希腊的希波拉底就描述了人们对牛乳的

不良反应
,

在 16一 17 世纪
,

有关鸡蛋和鱼引起的食

物过敏也有详细的记载〔’ 〕
,

到 20 世纪
,

已有较多的

关于食物过敏的文献
,

而且人们已经认识到部分人

群在食用某些食物后会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丧

命
。

但一直到近 20 年
,

食物过敏才被视为一种严重

的公共卫生间题
。

到目前为止
,

引起食物过敏的食

物种类主要有 8种
,

包括牛乳
、

鸡蛋
、

鱼
、

甲壳类水产

动物
、

花生
、

大豆
、

坚果以及小麦图
。

其中牛乳
、

鸡

蛋
、

鱼
、

甲壳类水产动物是食物蛋白的主要来源之

一
,

但对于婴幼儿而言
,

牛乳和鸡蛋却是最主要的食

物过敏原
。

在儿童和青少年阶段
,

鸡蛋是最主要的

过敏食物
,

对于成年人
,

鱼和甲壳类水产动物是主要

的食物过敏原之一闭
。

另外
,

随着环境和生活方式

对人类的影响
,

目前还发现牛肉
、

猪肉
、

鸡肉也会导

致一些人发生食物过敏反应 [’]
。

美国每年有 l o o es 一 1 25 例因食物过敏而致死的病例
,

英国近十年来过敏反应发病率成倍地增长
,

而其中

主要是食物过敏川
。

我国尚未进行大规模调查
,

但

早些时候的小范围调查表明
:
在北京

、

广州及胜利油

田
,

居民食物过敏的发生率为 3
.

4% 一5
.

0 %困
。

食

物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包括呼吸系统
、

胃肠道系统
、

中枢神经系统
、

皮肤
、

肌肉和骨骼等不同形式的临床

症状
,

如尊麻疹
、

疤疹样皮炎
、

口腔过敏综合症
、

肠病

综合症
、

哮喘及过敏性鼻炎等
。

严重的食物过敏可

导致过敏性休克
,

现已成为过敏反应中危及生命的

主要原因
。

由于食物过敏症的发生始于婴幼儿期
,

而且对某些食物 (如鱼 )的过敏是终生不变
。

因此
,

食物过敏会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

2 食物过敏的危害

据国外的一些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

有 2
.

5% 的

成年人和 6%一 8% 的儿童对某些食物产生过敏〔’ 〕
。

3 食物过敏反应的免疫学机制

食物过敏反应包括由域 介导的 I 型变态反应

和非域介导的工型变态反应
。

由娜 介导的 工型

变态反应常见于食物过敏中
,

对
.

其研究较多
,

现已确

立了其免疫学机制
。

对由非 域介导的变态反应机

制知之甚少
,

但 T 细胞和巨噬细胞是参与此类反应

的物质基础
。

食物过敏引起的工型变态反应包括食物过敏原

的致敏阶段
、

激发阶段和效应阶段
。

在食物过敏的

致敏阶段
,

机体接触过敏性食物后
,

产生反应性 lgE
抗体

。

在婴幼儿时期
,

由于胃肠道尚不健全
,

通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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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食物中的过敏原进人到体液中
,

可以选择性诱导

抗原特异性 B 细胞产生 哪 抗体应答
,

然后 域抗

体的 cF 段与肥大细胞或嗜碱性粒细胞表面 的 娜
受体结合完成致敏过程

。

在正常状态下的成年人
,

对从呼吸道吸人和通过胃肠道摄人的过敏原可以产

生免疫耐受 ;对于过敏体质的成年人
,

通过这些途径

摄入的过敏原则可使机体处于致敏阶段
。

在激发阶

段
,

相同的抗原再次进人机体时
,

通过与致敏肥大细

胞或嗜碱性粒细胞表面 娜 抗体特异性结合
,

使之

脱颗粒
,

释放出组胺
、

5 一 经色胺
、

白三烯
、

前列腺素

以及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等大量生物活性介质
。

活性物质一旦释放出后
,

便作用于效应组织和器官
,

引起局部或全身过敏反应
。

4 动物性食物过敏研究及其安全预普中存

在的问题

4
.

1 缺乏对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的抗原 决定簇的了

解

目前普遍认为食物过敏原的成分是蛋白质
,

它

们广泛地存在于动物性食品中
。

牛乳中的主要过敏

原成分是 各乳球蛋白
、

酪蛋白
、

乳清蛋 白及血清蛋

白川
。

鸡蛋中的过敏原成分主要在蛋清中
,

包括卵

粘蛋白
、

卵清蛋白
、

卵粘蛋白因子以及溶菌酶 s[]
。

鳍

鱼中的过敏原 A 是最早被发现的鱼类的过敏原成

分
,

这是一种对热和酶解极端稳定的蛋白
。

近年来

分离出的鱼 的过敏原都属 于鱼肉组织中一类蛋白

(称为小白蛋白 )
,

在鱼肉中具有鳌合钙离子作用
。

尽管已经清楚上述过敏原的氨基酸序列
,

但对

其抗原决定簇知之甚少
,

根本就谈不上结构与功能

关系的了解
,

这严重地影响了动物性食品过敏原活

性的研究
,

客观上阻碍了无过敏性或低过敏性动物
J

胜食品的研究
。

4
.

2 食品过敏原的生物学活性的可靠评价与检测

技术还没有建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食品贸易国际化的趋

势
,

食物过敏所表现的地域性及饮食习惯差异性将

更具有潜在危险
。

因此
,

检测与评估食物过敏原的

生物学活性十分重要
。

食物过敏原的生物学活性主

要指食物过敏原激发机体引起过敏症的能力或潜

力
,

包括两层含义
:
其一是指过敏能力

,

即食物过敏

原激发已致敏个体发生过敏的能力
,

虽然引起过敏

症的程度因人而异
,

但针对特定的人群标明食物成

分及其含量对它们有很好的提示作用
。

其二是指过

敏可能性
,

即食物或特定成分初次进人机体后诱发

机体致敏的可能性
。

到目前为止
,

检测食物过敏能

力的方法有人体实验和血清学检查
,

包括
:
双盲对照

食物激发实验
、

皮肤穿刺实验
、

血清 娜 检测和组胺

释放实验
。

确定食物成分的过敏可能性还没有可靠

的实验方法
,

现在 FA o/ W H O 采纳的分级评价方法

包括血清学测定
、

过敏原分子结构和序列同源性比

较决定树策略及胃肠液消化稳定性评价
,

使用该方

法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完全肯定的〔9] 。

4
.

3 缺乏预防动物性食物过敏发生的安全保障体

系

对于食物过敏治疗尚无特效方法
,

严格避免食

用含有过敏成分的食品是最有效的疗法
,

在客观上

要求食品加工业生产出不含过敏原的食品或标示出

过敏原
。

但就目前为止
,

尚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

预

防动物性食物过敏发生的安全保障体系应该包括食

品加工
、

检测
、

产品标示等过程
,

现在所有这些过程

都存在问题
。

如产品成分标示
,

欧盟规定食品中超

过 25 % 以上的成分才需标示
,

美国和加拿大规定食

物中所有成分均需标示
,

但对过敏原成分并未强调

标示
。

尽管欧盟
、

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启

动了食物过敏的专项研究
,

并且非常重视食物过敏

的危害性
,

但实际上并没有建立一套食物过敏的安

全保障体系
。

我们国家尚未意识到食物过敏的危害

性
,

根本就谈不上安全保障体系
。

5 动物性食物过敏研究的方向

5
.

1 加强动物性食品科学的相关基础研究

研究动物性食品过敏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出无过

敏性
、

低过敏性的食品或标示出过敏原成分
,

从而保

护食物过敏患者
。

因此
,

有必要开展下面的工作
。

( 1) 开展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结构与功能关系的

研究

一些实验研究表明
:
加热和酶解可以降低某些

食物的过敏原性
,

加热也会增加某些食物的过敏原

性
,

动物性食品的过敏原更耐热〔’剑
。

为了科学地阐

明这些现象
,

必须首先弄清楚过敏原的结构
,

尤其是

抗原决定簇的结构
,

在此基础上开展结构与功能的

关系
,

探索出影响动物性食品过敏原活性的因素
,

从

而寻找到消除或降低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的过敏原性

方法
。

为最终生产出无过敏性或低过敏性的动物性

食品奠定基础
。

(2) 研究动物性食品过敏原激发人体过敏反应

的闭值

在食物过敏患者中
,

引起食物过敏的摄入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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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较大
,

对非常敏感的个体而言
,

即使微量的过敏原

也可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
,

这使得过敏原成分的检

测和最低安全量的限定变得非常困难
。

如果不能确

定消除食物过敏反应的阑值
,

动物性食品过敏的风

险评估
、

管理都不可能实现
。

尽管 目前已建立了一

些动物模型
,

如小鼠
、

大鼠
、

豚鼠
、

特异反应性的狗
、

一年龄内的猪
,

用于研究食物的过敏反应
,

但仍不能

确定各种食物过敏原激发人体过敏反应的闽值
,

这

方面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

5
.

2 建立高效
、

特异
、

快速检测动物性食品过敏原

的方法

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的检测与动物性食品过敏性

风险评估
、

生产
、

管理以及产品的标示息息相关
,

是

建立动物性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中的技术难点
。

动物

性食品过敏原的检测涉及定性和定量检测
,

其中定

量检测可能将更具有实际意义
。

由于食物成分的复

杂性
,

加之食品加工中大量使用各种配料和添加剂
,

因此
,

传统的化学分析很难满足食品过敏原测定的

要求
。

而现代生化和免疫学的许多检测技术具有很

多优点
,

完全可 以满足检测食品过敏原的要求
。

其

中
,

开展 E ll SA
,

代-R Ell SA
,

实时 代R (班习
一

it me CP R

)以及生物传感器检测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的方法研

究是发展的趋势
。

5
.

3 开展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的生物信息学研究

目前过敏原数据在不断增加
,

尤其是与过敏原

相关的分子生物学数据和相关的临床数据递增迅

速
,

过敏研究的文献成指数增长
,

这必将对动物性食

品过敏原的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
。

面对与日俱增的

信息
,

开展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的生物信息学研究
,

将

为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的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工具
,

有助于对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的结构分析
,

过敏原生

物学活性的评价和交叉反应性的评价
,

是对使用传

统实验方法研究动物性食品过敏原的一个有效的补

充
。

过敏发生的安全保障体系
,

才能将这种威胁降至最

小
。

对于动物性食品加工的环节
,

应该将过敏原纳

入到 HA C C P 的管理中
,

使来源于配料
、

生产中误人

以及加工中新产生的过敏原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

在产品质量检测中
,

同等对待过敏原成分和其他营

养成分 ;产品标示中
,

一定要标明过敏原成分
,

做到

用词准确和通俗易懂
,

不得使用
“

可能含有
”

等模糊

字样
。

另外
,

对广大消费者也需要一个普及食品安

全知识的教育工作
,

使其了解诸如
“

什么是过敏原
”

和
“

什么是过敏反应
”

等
,

这对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

护意识以及消费过程中的食品安全性控制起着关键

作用
。

7 结 语

动物性食品是人类食物蛋白的重要来源之一
,

而过敏原成分主要是蛋白质
。

剔除动物性食品中的

蛋白质成分以防止食物过敏的发生是极端错误的策

略
,

只有通过加强动物性食品相关基础研究
,

才可能

找到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用于消除或降低食物中的

过敏原活性
,

最终生产出无过敏性或低过敏性的动

物性食品
。

就动物性食品的现状而言
,

为了保护食

物过敏人群
,

建立动物性食物过敏的安全预警体系

是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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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设立联合研究基金

为了推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
,

发挥自

然科学基金的优势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

简称自然科学基金会 )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于 2X( 只

年 2 月签署协议
,

共同设立
“

自然科学基金会
一

中国

民用航空总局联合研究基金
”

(简称
“
民航联合研究

基金
”

)
,

在全国范围内支持科研人员开展以我国民

航事业发展为背景的
、

具有前瞻性
、

创新性的基础研

究
,

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

中国民航历经 50 余年的发展
,

航空运输科学技

术装备发生了巨大变化
,

航空运输形成了大国规模
。

到 200 2 年
,

我国民航定期航班运输总周转量 (不包

括香港
、

澳门和台湾地区 )在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中

的排位由 2田 1 年的第 6 位上升到第 5 位
。

按照客

货运输分类
,

旅客周转量完成了 1239 亿客公里
,

世

界排名第 4 位 ;货运周转量完成了 50 亿吨公里
,

世

界排名升至第 6 位
。

多年以来
,

中国民航总局重视

科技进步
,

投人了大量经费支持应用性和技术改造

类项目
。

2田3 年 1月
,

民航总局提出了要在本世纪

初 20 年
,

使我国实现从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的历史

性跨越的目标
,

这需要进一步加强科学与技术的支

撑
。

为了提升我国民用航空科技的源头创新能力
,

民航总局与 自然科学基金会加强合作
,

共同开展面

向全国的基础研究工作
,

将为推动我国民航跨越式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

自然科学基金会作为管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

根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

针
、

政策和规划
,

按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金制运

作
,

择优支持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
,

着

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研究环境
,

发现和培养科技人

才
。

近年来
,

自然科学基金会非常重视推动知识创

新和技术创新的衔接
,

不断拓宽渠道
,

加强了与政

府
、

企业的合作
,

积极探索基础研究联合资助的新模

式
。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的设立
,

将会作为从源头创

新到技术创新的桥梁和纽带
,

在推动我国基础研究

社会化
,

加强基础研究对国民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

储备功能发挥重要作用
。

目前民航联合研究基金主要支持对民航科技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信息
、

管理以及工程与材料

等领域的基础研究
,

第一期经费总额 12以) 万元
,

时

间为 3 年
,

主要资助相当于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强度的项目
。

(计划局 朱蔚彤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