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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鼻炎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吴晓明  肖旭东 

(扬州洪泉医院  江苏扬州  225200） 

摘要:变应性鼻炎治疗的原则主要有避免接触变应原、药物控制和免疫调节。因为近些年很多新型药物出现，让药物治疗的地位变得更高。

但伴随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的不断变化，免疫治疗逐渐成为医护人员研究的重点。对此，本文将重点对变应性鼻炎的免疫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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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变应性鼻炎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疾病，主要表现为

鼻黏膜的炎症和过敏反应。它通常由空气中的过敏原引起，例

如花粉、尘螨、霉菌等。当人体暴露在这些过敏原物质中时，

免疫系统会产生过敏反应，释放出组胺等化学物质，导致鼻腔

黏膜充血、水肿、分泌物增加等症状。免疫治疗是探讨变应性

鼻炎的基础上，力图阻断变态反应病例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有效

缓解，从而发挥最佳治疗作用。免疫治疗是目前最具前景和最

值得期待的治研究方向。 

1 变应性鼻炎免疫治疗的作用机制 

免疫治疗是一种用于变应性鼻炎的治疗方法，在近年来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和认可。 免疫治疗的作用机制涉及多个方面，

下面将详细介绍。免疫治疗的目标是通过调节机体的免疫反应，

降低鼻黏膜对过敏原的敏感性，从而减轻变应性鼻炎的症状和

预防疾病的发作[1]。具体而言，免疫治疗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发挥作用：调节免疫系统：免疫治疗通过调节机体的免疫系统，

改变机体对过敏原的免疫反应。它可以增加非 IgE 介导的抗过

敏原免疫应答，抑制 IgE 介导的过敏反应，提高免疫系统的免

疫耐受性。抑制炎症反应：变应性鼻炎的主要病理过程是鼻黏

膜的炎症反应，免疫治疗可以通过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和释放，

减轻炎症反应。这可以减少鼻黏膜充血、水肿和分泌物的产生，

缓解鼻塞、喷嚏和流涕等症状。调节免疫调质细胞：免疫治疗

还可以通过影响免疫调质细胞的分化和功能，调节免疫反应的

平衡[2]。免疫治疗可以抑制过敏性细胞（如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

性粒细胞）的活化和趋化，从而降低炎症反应的程度。延缓过

敏反应的发展：免疫治疗还可以通过延缓过敏反应的发展，减

少过敏反应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免疫治疗可以改善机体对过敏

原的耐受性，增加耐受性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减少对过敏原的

敏感性。 

需要注意的是，免疫治疗是一种长期的治疗方法，需要持

续的治疗和监测。在进行免疫治疗之前，医生会对患者进行详

细的评估和检查，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 变应性鼻炎免疫治疗存在的问题 

2.1 不良反应 

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主要可分为局部反应和全身反应两大

类。局部反应常见于治疗期间，包括注射部位的疼痛、红肿和

瘙痒等。这些反应通常较轻微，且在治疗结束后会逐渐消失。

全身反应是免疫治疗中更为严重的不良反应，可能会导致严重

的过敏反应。其中最严重的反应是过敏性休克，出现这种情况

时需要立即就医处理[3]。其他全身反应包括荨麻疹、呼吸困难、

胸闷、头痛等。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可能与患者个体差异、免

疫治疗剂量过大或过敏原暴露过程中的变化等因素有关。此外，

免疫治疗还可能导致一些其他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

疲劳和肌肉疼痛等。这些反应通常较轻微，且会在治疗持续一

段时间后自行消退。 

2.2 变应原异性 

变应原异性指的是不同患者对特定变应原（Allergen）的过

敏反应程度不同，即同一种变应原在不同人群中的致敏效果可

能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一问题使得免疫治疗的应用变得复杂和

困难，因为无法针对每个患者的具体变应原进行个体化的治疗。

免疫治疗主要有两种形式：皮下免疫治疗和口腔免疫治疗。在

皮下免疫治疗中，患者通过定期皮下注射变应原提取物来慢慢

增加其耐受能力，减轻变应原引起的症状。在口腔免疫治疗中，

则是通过让患者在舌下或喉下含服变应原提取物，以达到相同

的治疗效果。然而，由于变应原异性的存在，选择合适的变应

原提取物成为一个难题[4]。目前，免疫治疗的变应原提取物主要

来自常见的过敏原，如花粉、尘螨等。然而，不同地区的花粉

种类不尽相同，尘螨的种类和数量也有差异，这使得治疗效果

的一致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一些患者对于罕见的

变应原过敏，而这些变应原很难被提取和制备成治疗所需的提

取物，这也限制了免疫治疗的普及和应用。 

2.3 治疗效果还有待提高 

首先，免疫治疗的疗程较长，患者需要接受一系列的皮下

注射或舌下含服的过程。这种长期的治疗过程对患者来说是一

种负担，容易导致治疗的不坚持，从而影响治疗效果的达到。

其次，免疫治疗在个体之间的疗效差异较大。由于每个人的免

疫系统特点不同，对同一种治疗方法的响应也会有所差异。因

此，不同患者在接受免疫治疗后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其中一

部分患者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此外，当前的免疫治疗

对于某些变应原的治疗效果仍然有限。虽然免疫治疗可以通过

逐渐增加暴露于变应原的剂量来增加患者的耐受力，但对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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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定的变应原，如花粉或氨基酸等，效果相对较差。 

3 变应性鼻炎免疫治疗的进展 

3.1 联合治疗 

为了更好地治疗变应性鼻炎，联合治疗成了一个重要的治

疗方案。联合治疗是指将不同的治疗方法结合使用，以达到多

方面的治疗效果。在变应性鼻炎的免疫治疗中，联合治疗主要

包括药物治疗、免疫调节治疗和预防性措施。首先，药物治疗

是变应性鼻炎联合治疗的基础。抗组胺药物、局部类固醇和抗

过敏药物等可以缓解症状。抗组胺药物主要通过抑制组胺的释

放来减轻过敏反应，局部类固醇则可以减轻鼻腔炎症反应。此

外，在过敏季节内，预防性地使用抗过敏药物可以减少过敏原

对鼻腔的刺激。其次，免疫调节治疗是联合治疗的关键部分。

免疫调节治疗通过改变患者的免疫系统反应，减少对过敏原的

敏感程度。常用的免疫调节治疗方法包括局部免疫疗法和全身

免疫疗法。局部免疫疗法是通过将过敏原溶液或药物滴入鼻腔

来诱导免疫耐受；而全身免疫疗法则是通过注射特定剂量的过

敏原来调节免疫反应。最后，预防性措施也是变应性鼻炎联合

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预防性措施主要包括避免过敏原接触和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患者可以注意避免接触花粉、宠物毛发、

尘螨等常见过敏原。此外，保持室内空气清洁，定期清洁家具、

床上用品等也能帮助减少过敏原的积累。 

3.2 淋巴结免疫治疗 

近年来，免疫治疗成为变应性鼻炎治疗的新方向，而淋巴

结免疫治疗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淋巴结免疫治疗是通过调

节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抑制过敏反应的发生。它以淋巴结作

为靶点，通过注射或给药的方式，给予机体一些特定的抗原，

刺激机体产生抗体和特异性免疫细胞，从而达到改善疾病症状

的目的。淋巴结免疫治疗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诱导阶

段，通过连续注射小剂量的抗原，逐渐引起机体的免疫反应，

使免疫系统产生一种特殊的免疫调节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抑制

过敏性炎症反应的发生，降低过敏介质的释放，从而减轻鼻炎

症状。接着是维持阶段，通过定期维持注射一定剂量的抗原，

延长治疗效果，以达到长期缓解变应性鼻炎的目的。淋巴结免

疫治疗的适应症包括对常规治疗无效或不能耐受的变应性鼻炎

患者。相对于传统治疗，淋巴结免疫治疗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首先，它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症状的发作频率和程

度。其次，它可以达到长期缓解的效果，减少药物的使用。此

外，淋巴结免疫治疗的安全性较高，一般不会出现严重的不良

反应。 

3.3 鼻内免疫治疗 

鼻内免疫治疗是通过给予患者鼻内注射一种特定的免疫调

节剂，以增强患者的免疫系统对过敏原的耐受性。这种治疗方

法的原理是通过缓慢逐渐增加过敏原的浓度，让患者的免疫系

统逐渐适应并产生耐受性，从而减少过敏反应的发生和症状的

出现。 

鼻内免疫治疗的步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过敏原的筛选与测试：在开始治疗之前，医生会对患者

进行过敏原的测试和筛选，以确定患者对哪些过敏原过敏。根

据测试结果，医生可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免疫调节剂的选择：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过敏原的类

型，医生会选择合适的免疫调节剂进行治疗。常见的免疫调节

剂包括花粉免疫治疗剂、室尘螨免疫治疗剂等。 

3.治疗计划的制定：医生会制定一份详细的治疗计划，包

括治疗的剂量、频率以及治疗期限等。患者需要按照医生的指

示进行治疗，定期复诊以及接受相关的检查。 

4.治疗过程中的监测与调整：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会定期

对患者进行监测，包括过敏症状的评估、肺功能测试等。根据

患者的反应情况，医生可能会调整治疗计划，以达到最佳的治

疗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鼻内免疫治疗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变应性鼻

炎患者，需要慎重考虑并遵循医生的建议。 

结语：综上所述，目前，针对不同环节的免疫治疗相关研

究已经有了显著进展，但是仍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比

如治疗效果还有待提高、如何应对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

反应。现在我们在治疗方面，最常用的治疗措施包括联合治疗、

淋巴结免疫治疗以及鼻内免疫治疗。未来我们将通过不断研究，

探索出更多更有效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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