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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气传花粉日播报平台对过敏性鼻炎防治的意义及相关因素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科，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7）

摘 要：目的：收集呼和浩特气传花粉数据，分析其分布特征及气候影响因素，建立花粉浓度日播报平台，指

导患者有效防护，为临床提供辅助诊疗引导。方法：花粉采集仪收集花粉，显微镜下进行阅片计数，记录同期气象

因素，通过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主的多种播报途径进行花粉日播报。结果：共收集花粉26825粒，鉴别种属18类，花

粉播散存在春季和夏秋季两个高峰段，其分布规律与每日温差正相关，平台用户流量与花粉浓度趋势走形呈一致

性变化，夏秋季用户流量峰值较春季高。结论：呼和浩特气传花粉存在两个高峰段，花粉浓度同每日温差存在正

相关，花粉浓度日播报可为临床提供辅助诊疗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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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是特异性个体

接触致敏原后以鼻腔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慢性

非感染性炎性疾病。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导致鼻

粘膜过敏的致敏原多种多样，其中对于常年性AR

患者来说，尘螨、真菌等为主要致敏原，而季节性

AR则多以花粉过敏为主，在2015年过敏性鼻炎诊

疗指南中也明确指出，花粉过敏引起的季节性AR

又称之为花粉症[1]。

近年来花粉症这一名词已进入了公众视线并

逐渐被广泛重视，一方面源于其发病率不断上升，

另一方面亦由于花粉症发作期病人的生活质量已

经受到了严重影响。据文献报道，早在公元130～

200年就有同目前花粉症症状相似的文献记载[2]。

随着花粉症病人的不断增多，全国各地做了多项以

地区为基本单位的花粉现状调查，在上世纪80年代

中旬，张克生团队[3]首次就呼和浩特市气传花粉分

布规律及种属进行了调查研究，时隔30余年，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绿化意识整体提升，城市

植被品种及覆盖面积发生了一定变化，呼和浩特市

气传花粉数据库需得到进一步更新，为了充分体现

气传花粉宏观研究为病人带来的辅助防治意义，我

们在进行气传花粉日监测工作的同时通过公众媒

体平台开展了面向病人的花粉浓度日播报工作，现

就至今完成的监测及播报工作所收集到的相关数

据进行汇总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资料

2019年3月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启动了花粉浓度日监测及播报工作，自当月20

日起显微镜下开始观察到花粉颗粒，本研究选取

2019-03-20～2019-10-31所收集的全部花粉数据

进行计数及种属鉴别，同期记录当日温差及降雨情

况，通过微信公众媒体平台对每日花粉浓度进行同

期日播报。

1.2 研究方法

1.2.1 花粉采集（1）标记。于标准载玻片（25.4*

76.2mm）一端标记日期及地点；（2）涂片：载玻片中

央涂抹薄层凡士林粘附剂；（3）曝片。将上述载玻

片放置于我院门诊四楼天台（距地面17.7m，四周通

风）花粉取样器内（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自主

研发“便携式户外花粉采集装置”，型号：TR-1），24h

后取出并更换新载玻片（制作方法同上）；（4）染

色。于取下载玻片凡士林粘附区放置染色剂微火

融化后盖玻片（24*50mm）覆盖，待冷却至常温镜下

观察；（5）阅片计数。10×10倍显微镜下观察花粉

涂片，记录花粉粒数并初步鉴定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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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气象数据记录 登录中国气象数据网，同期记

录每日温差和降雨情况。

1.2.3 花粉浓度日播报 春季播报工作我们采用微

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形式作为主要播报途径，同时辅

以我院门诊楼电子屏滚动播放以及于病人就诊区

设立宣传板等多种形式扩大病人的信息接收渠道，

在夏秋季播报工作期间我们在原有信息接收渠道

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并更改微信小程序为主要播报

形式，于小程序页面同时添加针对花粉浓度等级进

行的预警提示、防护措施及治疗建议 。

1.3 统计分析

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以P <0.05

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

相关，以P<0.05认为具有相关性。

2 结果

2.1 花粉播散期气传花粉浓度变化趋势

研究期间总曝片226张，其中包括碎片致脱落

曝片 8 张，收集有效曝片 218 张，采集到花粉共

26825粒，总体呈现春季和夏秋季两个高峰期，其中

收集春季花粉15143粒，夏秋季花粉11682粒，春季

高峰时段为4月初和5月中旬，8月为夏秋季花粉高

峰段（见图1）。

2.2 气传花粉构成

有效曝片中记录到的已知花粉种类包括18类，

分别为：杨柳科、榆科、禾本科、柏科、银杏科、木犀

科白蜡属、胡桃科、桦木科、松科、豆科、桑科、木犀

科丁香属、蔷薇科、蒿属、藜科、豚草、葎草、大麻等，

碎裂及模糊无法鉴别花粉归为未知，花粉种属鉴别

参考于《中国气传花粉和植物彩色图谱（第二版），

主编/乔秉善》。

有效曝片中优势花粉为9类，其中春季优势花

粉为：杨柳科、松科、榆科、柏科、银杏科、禾本科、桦

木科，夏秋季优势花粉为蒿属、藜科（见图2）。

2.3 每日花粉浓度与气象因素相关性

监测期内我们将每日花粉浓度同每日温差及

是否降雨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进行了相关性分

析，结果表明每日花粉浓度与每日温差呈正相关

（P<0.05），与是否存在降雨无显著相关性（P>0.05）
（见表1）。

2.4 公众平台用户流量同花粉浓度变化趋势对比

因微信公众号与小程序后台统计方式不同，二

者分别以阅读人数及用户访问次数代表用户流量，

结果显示阅读人数呈现两个高峰段，与花粉浓度高

峰期对应，夏秋季阅读人数峰值较春季高，用户访问

次数与花粉浓度趋势走形呈一致性变化（见图3、4）。

图1 花粉播散期气传花粉浓度变化趋势

图2 优势花粉播分布规律

表1 花粉浓度与气象因素相关性分析

每日花粉浓度 r

P

每日温差

0.189

0.005

降雨

-0.038

0.575

图3 公众平台用户流量同花粉浓度变化趋势对比

图4 花粉浓度与小程序用户访问次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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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我国AR患病率呈现逐年上升之势，2016年王

向东 [4] 团队在 Allergy 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显示，

2005～2011中国主要城市AR自报患病率已经从

11.1%上升到了17.6%，其中呼和浩特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达到了19.1%。时隔2年，王学艳[5]等报道了内

蒙古地区6所城市AR发病现状，高达32.4%的患病

率已远远超过了先前统计的中国主要城市的平均

水平，其中花粉过敏者已占到统计人群的18.5%。

究其原因应与内蒙古地区独特的地域特征密切相

关，集中区域的牧草和沙尘天气为该地区的主要环

境特点，二者的结合加之干旱少雨的气候特征让高

浓度的风媒花粉持久播散于空气中难以沉淀，这就

导致了气传致敏花粉成为内蒙古地区AR发病过程

中的重要致病因素[6]。

目前公认的气传致敏花粉特征的定义除了具

有致敏性外，还需在空气中播散，具有低粘附性，可

聚集达到一定浓度且直径小于35μｍ[7]。基础研究

表明花粉表面具有的多糖类蛋白是导致某些花粉

具有致敏性的主要活性物质[8]，而花粉症为机体接

触致敏花粉后诱发的过敏性疾病，这就为空气中致

敏花粉浓度的高低与花粉症患病率高度相关这一

结论提供了依据。

近年来，花粉症病人数量急剧增多，多年的临

床数据表明病人主要集中于春季和秋季发病，较多

研究显示气传花粉的播散也为两个高峰期[9]，基于

此，我们通过文献库查阅到了大量国内外文献报

道，也进一步证实了发病高峰与播散高峰二者具有

的相关性[10，11]。呼和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区域，具有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其四季分

明，日温差大，整体气候较为干燥，且风沙多见，伴

随着城市绿化速度的加快，植被覆盖面积明显增

加，此次对呼和浩特市2019年花粉调查共收集花粉

26825粒，鉴别种属18类，春季高峰时段分别出现在

4月初和5月中旬，夏秋季花粉高峰期则主要集中

于8月，同30余年前张克生[3]团队的调查结果相比

总粒数及种属类别明显增多，部分优势花粉基本相

同。武静等对2008～2009呼和浩特市气传花粉进

行的调查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12]。

在监测期内收集的花粉曝片中显示，呼和浩特

市春季优势花粉为杨柳科、松科、榆科、柏科、银杏

科、禾本科、桦木科，夏秋季优势花粉为蒿属、藜科，

各类花粉出现时间与结束时间有所不同，其中花粉

季节开始的时间对于花粉症的诊断和个性化治疗

是至关重要的[10，13]，通过摸清花粉分布规律而绘制

出的花粉日历图，可为病人有预防性的针对致敏原

进行必要防护提供可靠依据。

温度和降雨为现有报道中与花粉浓度变化关

联性较强的两项因素。南昌市春季花粉总量与降

水呈负相关 [14]，北京市春季花粉含量与平均温度相

关[15]，昆明市全年气传花粉的播散量则同多项气象

因素相关，其中亦包括了温度及降雨这两项因素，

考虑到呼和浩特市春季较夏秋季温差大这一气候

特点，我们将监测期内的总体花粉浓度与同期每日

温差及是否存在降雨情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花粉浓度同每日温差成正相关，与是否存在降

雨无显著相关性，我们认为研究期间呼和浩特市总

降雨天数及降雨量明显少于南昌及昆明两所城市

为后者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所在。

本研究利用公众媒体平台实时发布空气花粉

浓度信息，于发病高峰期前为病人提供切实可行的

防护建议并指导症状发作期的合理用药是花粉监

测研究的积极意义所在，为了能使更多病人及时便

捷地获取到花粉浓度播报信息，我们采用了以微信

公众平台发布为主，以我院门诊楼电子屏滚动播放

以及病人就诊区设立宣传板等多种形式为辅的播

报方式扩大了病人的信息接收渠道。自播报工作

开展以来，我们不断对实际运用的效果进行分析总

结，结合病人的反馈意见，在夏秋季播报工作期间

我们在原有信息接收渠道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并更

改微信小程序为主要播报形式。统计数据显示虽

然夏秋季花粉颗粒数及浓度高峰均较春季为低，但

用户流量峰值却较春季为高，该结果表明病人对花

粉浓度的关注度明显偏向于夏秋季，尤其集中于8

月花粉播散高峰期。既往的多项临床研究表明[9]花

粉症病人夏秋季发病率明显高于春季，且症状更为

严重，就诊率明显增加，本研究所建立的播报平台

从另一个新的视角证实了前期的研究结论，我们认

为花粉浓度日播报平台的建立将辅助临床医师为

病人症状集中出现的时间段及严重程度做综合预

断，同时预测就诊量，合理安排出诊医生数，为就诊

高峰期实行弹性诊疗提供参考依据。

此次对于呼和浩特气传花粉现状的调查还可

为临床过敏原检测种类的选择提供依据，从而进行

更有针对性的过敏原筛查，其次也可进一步扩充呼

和浩特市气传花粉数据库，为日后致敏花粉与相关

疾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依据，并为其他领域如植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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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础研究增加资料储备。本文仅就呼和浩特市

一年的气传花粉数据进行了分析报道，总体样本量

仍较少，这确为研究的不足之处，今后我们将继续

收集数据扩大样本量，同时对现有的日播报平台进

行不断探索与改进，期望切实为AR的防治提供不

同途径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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