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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对老年人睡眠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刘　 花1,宋锦晖2,兰　 宁1,黄永平1,陈维斌1

1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江西 宜春 336000,2 江西省高安市中医院神经内科,江西 高安 330800

【摘要】 　 目的　 探讨过敏性鼻炎对老年人睡眠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宜春市人民医院 2022 年 1 ~ 12 月收治

的过敏性鼻炎的老年患者 30 例作为观察组,同期 30 例健康体检老年人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间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和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CA)评分,并分析观察组 MoCA 得分与 PSQI 评分、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评分及病程相关性。 结

果　 观察组 PSQI 总分值以及在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分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MoCA 总

分值及在注意力与计算力、语言、延迟回忆分值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 观察组的 MoCA 得分与 PSQI 评
分、视觉模拟评分量表评分及病程呈负相关(P>0． 05)。 结论　 过敏性鼻炎可引发老年人睡眠障碍,降低其整体认知功能及注

意力与计算力、语言、延迟回忆功能,并且鼻炎症状重、病程长伴有较严重睡眠障碍是导致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 　 过敏性鼻炎;老年人;睡眠;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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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llergic rhinitis on sleep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eople 　 LIU Hua1,
SONG Jin-hui2,LAN Ning1,HUANG Yong-ping1,CHEN Wei-bin1 　 1．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Yichun People's Hospital, Yichun 336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Gao 'an Hos-
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ao 'an 3308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llergic rhinitis on sleep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elderly． Methods　
Thirty elderly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allergic rhinitis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an observation group． At
the same time, 30 healthy elderly patients with matching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were recruited as a control group． The sleep
quality was assessed by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The Montreal Cognitive Scale (MoCA) was used to assess the cog-
nitive function． The differences of PSQI and MoCA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orrelation be-
tween MoCA scores and PSQI scores,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scores and course of disease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PSQI total
score and the scores of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 sleep onset time, sleep efficiency, sleep disorder and daytime dysfunction in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 05)． The total score of MoCA and the scores of attention,
computation, language and delayed recal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 05)． The MoCA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QI scores, VAS scores and disease course (P<0． 05)． Conclusions　
Allergic rhinitis can cause sleep disorders in the elderly, reduce their overall cognitive function, attention and calculation, language,
delayed recall function． Severe symptoms, long course of rhinitis accompanied by serious sleep disorders are the risk factors leading to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the elderly．

【Key words】　 Allergic rhinitis; Elderly; Sleep; Cognitive function

　 　 过敏性鼻炎是由 IgE 介导的对多种环境过敏原

的反应引起的炎症性疾病,包括蟑螂、花粉、豚草、
动物皮屑、尘螨和霉菌等,主要表现为鼻塞、鼻痒、
流涕及打喷嚏。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美国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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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20% ~ 30% 的成年人患有过敏性鼻炎[1],在中

国大陆地区人口中的 AR 发病率为 4% ~ 38% [2],
不同地区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差异较大[3]。 随着

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过敏性鼻炎在老年人群中也

呈流行增加趋势[4]。 目前过敏性鼻炎已成为全球

关注的健康问题之一。 以往有关过敏性鼻炎对患

者睡眠及认知功能影响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儿童

及青少年[ 5,6],而老年人作为睡眠障碍及认知功能

障碍发生的高危人群,过敏性鼻炎是否对其有影响

未受到关注。 本研究主要针对过敏性对老年人睡

眠及认知功能的影响进行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1 ~ 12 月于宜春市人

民医院确诊为过敏性鼻炎的老年患者 30 例作为观

察组,纳入标准:①观察组患者符合 2015 年天津版

过敏性鼻炎诊断标准,且皮肤点刺试验显示屋尘螨

及粉尘螨阳性;②能够配合完成相关量表测评;③
年龄 60 ~ 75 岁;④在调查前至少停用抗过敏药物

(即全身或局部抗组胺药、皮质类固醇或肥大细胞

稳定剂)1 周。 排除标准:①有视觉和听觉功能受

损,影响交流和检查;②有精神疾病或中枢神经系

统疾病;③正在服用镇静剂、抗抑郁药等精神类药

物;④有严重高血压、糖尿病、血液病及心脑血管疾

病者;⑤非过敏性鼻炎患者。 同时招募 30 例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体检老年人作为对

照组。 两组研究对象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 见表 1。 本研究

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年)

观察组 30 12 18 65． 27±3． 06 8． 00±3． 22

对照组 30 16 14 65． 67±3． 25 7． 97±3． 18

统计量 χ2 =1． 071 t=0． 515 t=0． 874

P 0． 300 0． 611 0． 963

1． 2　 方法　 所有入选者均由 2 名有 5 年以上临床

工作经验的耳鼻喉科医生专人进行评估,详细登记

其临床病史及社会人口学特征。 睡眠质量及认知

功能评估则由一位有 5 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的神经

内科医师协助完成。

【基金项目】宜 春 市 科 技 局 指 导 性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 编 号:
2022ZDJH6203)。

北京修订版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CA) [7]:该
表由 7 个项目组成,即视空间与执行能力(5 分) :
连线(1 分) 、复制立方体 (1 分) 、画钟(3 分) ; 命

名(3 分) ; 注意力与计 算力(6 分) : 数字广度(2
分) 、数字注意(2 分) 、100 连续减 7(3 分) ; 语言

(3 分) :复述(2 分) 和流畅性(1 分) ; 抽象能力(2
分) ;延迟回忆(5 分);定向力(6 分) :时间定向(4
分) 和 地点定向(2 分) 。 共计 30 分,受教育年限

≤12 年则得分加 1 分,≥26 分为正常,耗时 10 ~ 15
分钟左右,量表评分越高说明患者的认知功能越好。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8]:评估受试者近

1 个月内的睡眠质量。 该量表包括睡眠质量、入睡

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夜间睡眠障碍、日间功

能障碍及催眠药物 7 个条目,共 19 个项目,分别按

0 ~ 3 计分,PSQI 得分为各项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

说明睡眠质量越差,≥7 分者可诊断为睡眠障碍。

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对患者的主要临床

症状(鼻塞、鼻痒、流涕及打喷嚏)进行评分。 根据患

者的主观感受,按照 VAS 标尺上症状严重程度对应

的分数记录积分。 无症状为 0 分,症状最重为

10 分。
1． 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5． 0 统计软件包进

行统计学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不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Q1,Q3)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 计数资

料采用例(%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检 χ2 验。 相关性

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显著性检验均采用双

侧检验,α=0． 05。
2　 结果

2． 1　 两组认知功能测评结果比较 　 观察组 MoCA
总分值及在注意力与计算力、语言、延迟回忆分值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但在

视空间与执行能力、命名、抽象能力及定向力方面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见表 2。
2． 2　 两组睡眠质量测评结果比较 　 观察组 PSQI
总分值以及在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分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两组在睡眠时间及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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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药物使用情况中的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见表 3。
表 2　 两组 MoCA 评分比较 (分)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统计量 P

MoCA 总分值 20． 93±4． 51 22． 80±3． 01 t=3． 317 0． 002

视空间与执行功能 4(3,4) 4(3,4． 3) Z= -0． 625 0． 534

命名 3(2,3) 2(2,3) Z= -0． 528 0． 598

注意力与计算力 3(2,4) 4(3,5) Z= -2． 222 0． 026

语言 2． 0(1． 8,2． 3) 2． 5(2,3) Z= -2． 419 0． 016

抽象 1． 5(1,2) 2(1,2) Z= -0． 726 0． 468

延迟回忆 4(3,4) 4(4,5) Z= -2． 591 0． 010

定向力 5(4,5) 5(4,5) Z= -0． 086 0． 932

表 3　 两组 PSQI 评分比较 (分)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Z P

PSQI 总分值 14(13,15) 12(9,13) -4． 185 0． 000

主观睡眠质量 2(2,3) 2(1,3) -2． 406 0． 014

入睡时间 2(2,3) 2(1,3) -3． 543 0． 000

睡眠时间 2(2,3) 2(2,3) -0． 278 0． 781

睡眠效率 2(2,3) 2(1,3) -2． 602 0． 009

夜间睡眠障碍 2(2,3) 2(1,3) -2． 644 0． 008

日间功能障碍 2(2,2) 1． 5(1,2) -3． 191 0． 001

催眠药物 1(0,2) 1(0,2) -1． 050 0294

2． 3　 观察组认知功能与 PSQI 评分、VAS 评分、病
程相关性分析 　 观察组患者的 MoCA 得分与 PSQI
评 分、 VAS 评 分 及 病 程 均 呈 负 相 关 ( r
= -0． 827、-0． 586、-0． 519,均 P<0． 05)。
3　 讨论

目前过敏性鼻炎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健康问题

之一。 临床上反复发作性鼻塞、鼻痒、流涕及打喷

嚏等可引起患者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以及睡眠、认
知障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9]。 相关研究显示在

发病季节过敏性鼻炎患者注意力、记忆力及推理 /
计算能力明显下降,大脑对信息处理的速度减慢,
从而严重影响患者认知功能[10,11]。 高东升等[12] 对

223 例患过敏性鼻炎的儿童分析显示过敏性鼻炎患

儿的整体认知及言语、记忆、执行功能均受损。 本

研究的研究对象均为老年人,目前国内尚无针对过

敏性鼻炎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报道。 MoCA 是一种

高效快速的认知功能障碍专用筛查工具,具有很好

的信效度,能够较全面地评估整体认知功能[13]。
在纠正了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一些老年人认知

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后,我们发现观察组患者

MoCA 总评分及在注意力与计算力、语言、延迟回忆

分值均低于对照组,说明过敏性鼻炎对老年人的整

体认知功能及注意力与计算力、语言、延迟回忆造

成了一定的损害。 分析其中可能的发病机制,Par-
sazadegan 等[14]认为过敏性鼻炎患者鼻塞引起的嗅

球抑制或嗅感觉神经元消融,消除了不同脑区呼吸

诱发的节律性振荡,从而抑制大脑中的远程信息传

递,导致认知功能障碍。 Salimi 等[15] 发现过敏性鼻

炎小鼠的前额叶皮质震荡减少,海马体与前额叶皮

质耦合降低,从海马体流入前额皮质的信息明显减

少,从而降低工作记忆能力,影响认知功能。 进一

步分析过敏性鼻炎老年人认知功能相关性,我们发

现 MoCA 得分与 VAS 评分、病程均呈负相关,说明

过敏性鼻炎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与鼻炎的严重程

度及病程有关。
过敏性鼻炎与睡眠障碍的相关性也已得到证

实[16]。 相关报道表明有 57% 的成人过敏性鼻炎患

者和 88% 的儿童过敏性鼻炎患者伴有睡眠障

碍[17]。 过敏性鼻炎不仅与夜间睡眠障碍相关,包括

失眠、夜间遗尿、睡眠不安、睡眠呼吸障碍、阻塞性

睡眠呼吸暂停和打鼾,同时也与日间功能障碍有

关,包括醒来困难、白天嗜睡、早晨头痛[18]。 本研究

显示观察组 PSQI 总分以及在睡眠质量、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夜间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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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老年过敏性鼻炎患者

亦存在明显的睡眠问题。 进一步分析显示 MoCA 总

分与 PSQI 得分呈负相关,说明过敏性鼻炎老年人

睡眠质量与其认知功能水平相关。 Mahendran 等[19]

利用 PSQI 和 MoCA 对 88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的睡眠质量和认知功能进行了评估,结果亦发现睡

眠质量与认知功能评分之间存在负相关,这与我们

的研究结果一致。 有研究认为睡眠障碍可能是老

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的一个致病因素[20],老年人睡眠

质量及睡眠时间与认知功能呈正相关,睡眠质量越

差,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越高[21]。 Merlino[22]

研究发现白天嗜睡是老年人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

独立危险因素,白天嗜睡的发生率越高,认知水平

越低,并认为白天嗜睡可作为一些老年人神经退行

性疾病,特别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标志。 为此,
我们推测睡眠障碍在老年人过敏性鼻炎与认知功

能障碍相关性中可能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其中的发

病机制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的动物实验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过敏性鼻炎可引发老年人睡眠障

碍,降低其整体认知功能,并且过敏性鼻炎症状重、
病程长伴有较严重睡眠障碍与老年人认知功能障

碍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早期积极有效治疗过敏性鼻

炎对改善老年人睡眠,延缓认知功能下降具有重要

意义。 但由于本研究是单中心的小样本研究,睡眠

质量及认知功能的评估也仅为主观检测,可能存在

一定的回忆偏倚,有待将来更多大样本、多中心及

包含客观睡眠和认知功能检查的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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