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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是一种人体对食物中抗原物质产生的

由免疫介导的不良反应, 由此引起身体产生一系列
临床病理生理的变化, 严重时可能产生过敏性休克, 
甚至危及生命。人类对食物的不良反应的认识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 460年, 古希腊就有人
类对牛乳的不良反应的记载。早至 16世纪和 17世纪, 
关于人类对鸡蛋和鱼的食物过敏也有了详尽地描述。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过敏性疾病发病率明显上升, 已
成为影响人类健康最常见的全球性疾病, 据世界卫
生组织（WHO）的数据表明, 目前全球有 22%～25%
的人患有过敏性疾病, 并以每 10年 23倍的速度增加, 
在我国就有两亿多人患有过敏性疾病, 由食品过敏
引发的过敏疾病已占过敏总数的 90%左右, 主要来
自小麦、花生、大豆、坚果类、牛奶、鸡蛋、鱼和甲

壳类动物。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进
程不断加快, 人们生活节奏、方式不断改变, 生活压
力不断加剧, 以及食品种类、加工工艺越来越多, 许
多原来不过敏的人群逐渐演变成过敏性体质, 潜在
过敏人群不断扩大; 同时, 随着科技、医疗水平的
提高 , 许多原来未认识到的过敏现象也被不断揭
示出来。 

食物过敏呈现出的扩大趋势, 不仅体现在过敏
患者数量上, 还体现在食品过敏原的种类上。食物的
种类繁杂多样, 致敏的是其中的一部分。目前已被国
际免疫学联合会（IUIS）认定的食品过敏原共计 127
种, 其中 47种植物源性过敏原 105种, 12种动物源性
过敏原 22 种, 排在前八位的食品过敏原依次顺序为 

大豆、花生、小麦、坚果、牛奶、鱼、蛋类及甲壳纲

动物。食品过敏原之间还存在着交叉反应性, 尤其以
植物性食物较为明显, 例如大豆过敏患者有可能对
其他豆科植物也过敏。此外, 各个国家和地区因饮食
习惯不同, 机体对食物的适应性也具有相应的差异, 
从而致敏的食物也不尽相同。 

为保障公众健康, 很多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台了
相关的法律法规, 要求明确标签、标识食品中的过敏
原成分, 通过对食品标签的标识标注以及对生产过
程中过敏原物质交叉污染的控制, 来降低过敏原对
公众健康带来的危害。美国是食品标签法规要求最为

严谨和完善的国家之一。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 美
国正式实施新的强制性的《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

保护法规》(FALCPA), 要求食品标签上必须标识致
敏原成分种类, 并规定了标识方式; 欧盟的《协调成
员国关于食品标签、标注和广告的法律趋于一致的欧

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经过多次修改, 对食品过敏原
的标签标注要求在不断更新, 并更加趋于严格; 我国
在 2008 年奥运会期间编制的《奥运会食品安全食品
过敏原标识标注》中出现了对过敏原标识的要求, 而
2011 年改版的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7718-2011)参照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明确列出了八
类致敏物质, 鼓励企业自愿标示以提示消费者, 有效
履行社会责任。随着发达国家对进口食品过敏原标识

越来越严格的要求, 食物过敏原甚至成为国际食品
进出口贸易壁垒的新手段。 

由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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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物过敏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

存在着差异。目前针对食品过敏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食品标签上标明过敏原的存在是避免过敏患者食

入潜在过敏原的最有效的途径。此外, 为保证过敏原
标签、标识制度的实施, 各国研究者纷纷开展了针对
食品过敏原检测方法的研究。食品过敏原的检测可分

为体内检测和体外检测。体内诊断主要利用皮肤点刺

试验（skin prick test, SPT）或双盲安慰剂对照食物激
发实验（double-blind placebo controlled food challenge, 
DBPCFC）等手段评价过敏患者是否对食品过敏以及
哪些食品过敏原产生过敏反应, 体外检测主要是针
对食品中过敏原的检测, 主要包括仪器检测技术、免
疫学检测技术和核酸检测技术等。 

随着人们对过敏原问题的广泛关注, 为有效提 

高食品过敏治疗方法的有效性、检测方法的准确性, 

降低食品致敏性或研制脱敏食品, 越来越多的科学

研究集中在了食物过敏机制、过敏原蛋白的鉴定、食

品过敏原结构与活性关系以及脱敏研究等方面,。 

本期“食物过敏与食品过敏原”专题, 围绕食物

过敏机制、食品过敏原分类及管理、各种食品过敏原

的鉴定及检测等多个方面进行讨论, 为相关领域的

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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