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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9 月 17 日下午 ,绍兴市某单位食堂发生

一起集体食物中毒 ,在 190 名就餐职工中 ,累计发病

24 例 ,罹患率达 12163 %。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取证

以及采样检验 ,查明这是由于食堂供应的炒猪肝中

含有盐酸克伦特罗 (俗称瘦肉精) [1 ]物质引起的急性

化学性食物中毒。调查处理结果报告如下。

1 　发病概况 　2001 年 9 月 17 日中午 ,绍兴市某单

位职工食堂 ,共有 190 名职工及家属在食堂用餐 ,当

天午餐的菜共 4 种 :炒猪肝、炒豆芽、蛋蒸肉、煎带

鱼。中午 12 点以后 ,开始有职工感觉头晕、心跳加

快、手脚发抖症状 ,以后有同样症状的人陆续增多 ,

先后到市人民医院就诊 ,到下午 4 点 ,累计发病 24

人。后经维生素 C、维生素 B6 补液治疗 ,2～4 d 全

部痊愈。

2 　流行病学调查

211 　发病时间与潜伏期 　首例病人朱女士 ,女 ,38

岁 ,该单位职工 ,9 月 17 日中午 11 :30 在本单位食堂

用餐 ,主菜是炒猪肝加豆芽菜 ,主食是米饭。中午

12 点 ,朱女士开始感到头晕 ,继而出现心跳加快、手

脚发抖症状。中午 12 :30 以后 ,有同样症状的人逐

渐增多。最短潜伏期是 30 min ,最长潜伏期是 4 h ,

发病时间集中在下午 1 :00～2 :00 ,共 11 例 ,占发病

总数的 45183 %。

212 　性别、年龄分布 　24 例病例中发病年龄以 20

～40 岁的青壮年为主 ,年龄最小的是 20 岁 ,最大是

47 岁 ,其中 20～30 岁发病 11 例 ,30～40 岁 11 例 ,40

岁以上 2 例。性别分布中 ,男 7 例 ,女 17 例 ,男女性

别比是 1∶214。

213 　现场调查 　9 月 17 日中午 ,我所接到报告后 ,

分两路迅速赴现场进行卫生学调查处理。一组调查

午餐菜谱及可疑食物 ,另一组到医院进行个案调查。

该食堂已于 2000 年 7 月取得食品卫生许可证 ,从业

人员共 9 名 ,均已取得健康合格证 ,食堂供应早、中、

晚 3 餐。2001 年 9 月 17 日中午 ,食堂午餐的菜谱共

4 种 ,所有食品原料均为市场购买 ,使用配料主要是

盐、味精、糖、醋、酱油、花生油。加工过程按一洗二

浸三炒烹调。其中当天中午供应猪肝 32 盘 ,每盘约

130 g。发病的 24 人均在该食堂用餐 ,午餐的主菜都

是炒猪肝加豆芽菜 ,主食是米饭 ,19 人吃完猪肝 ,3

人只吃一半 ,还有 2 人仅吃 2～3 片。另调查 30 名

未发病的人 ,其中有 8 名吃过炒猪肝未发病 ,还有

22 名吃过豆芽等其它菜未发病。该食堂继续供应

晚餐 ,但停止供应与午餐相同的炒猪肝后没有发生

新病人。9 月 18 日一早 ,在食堂事务长的陪同下 ,

卫生监督员又到市场调查猪肝的来源 ,经过一系列

细致缜密的调查取证 ,发现供应给该食堂的猪肝来

源于绍兴某猪场 ,采取同一批活猪的尿样进行检验 ,

含有与从食堂内剩余的炒猪肝中检出的相同的物质

—盐酸克伦特罗。

3 　临床表现 　24 例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头晕、心

跳加快、手脚发抖症状 ,除有 1 例病人发病开始曾出

现过 1 次少量呕吐 ,呕吐物为胃内食物残渣外 ,其它

病人均无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冷、发热等症状。

24 例病人神志清醒 ,语言流畅 ,反应敏捷 ,中毒症状

较轻。24 h 后 ,大多数病人上述症状已缓解 ,但出现

了轻度的肌肉酸痛 ,主要表现在四肢。72 h 后 ,所有

病人均痊愈。

4 　实验室检查

411 　绍兴市卫生监督所立即采集当天中午食堂剩

余的炒猪肝等 4 种炒菜 ,进行有机磷农药检测 ,未超

标 ;同时送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用气相色谱

法[2 ]检验 ,结果炒猪肝中盐酸克伦特罗含量为 1145

mgΠkg。

412 　采集同一批活猪的尿样送浙江省杭州市饲料

监测站用酶联免疫法 ( ELISA) [1 ]检验 ,结果尿中盐酸

克伦特罗物质呈强阳性 ( > 510 ngΠmL) 。

5 　分析与讨论

511 　本起单位食堂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 ,根据流行

病学调查、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检验结果 ,可以确定系

由于猪肝中含有盐酸克伦特罗物质引起的急性化学

性食物中毒。其判断依据为 :

发病呈暴发性 　本起中毒发病潜伏期短 ,发病

急剧 ,1 h 内就出现症状 ,2 h 内发病 17 例 ,占发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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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7018 % ,发病曲线呈突然上升趋势 ,没有余波。

发病与年龄、性别无关。

发病与食物有关 　24 例患者在 9 月 17 日中午

都吃过同一种食物炒猪肝 ,发病范围局限于仅吃过

炒猪肝的人 ,没有吃过猪肝的人没有发病 ,发病率是

75 %(24Π32) 。吃过炒猪肝与未吃炒猪肝的发病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χ2
= 2917 , P < 01005) 。9 月 17 日

晚餐停止供应猪肝以后 ,没有出现新的病人。

中毒病人有相同的临床症状 　24 例病人都在

短时间内出现头晕、心跳加快、手脚发抖症状。

实验室检验结果 　检测当天食堂剩余的炒猪

肝 ,盐酸克伦特罗含量为 1145 mgΠkg ;采集同批活猪

尿样 ,也检出盐酸克伦特罗物质 ( > 510 ngΠmL) 。

512 　监督与处理　在本次食物中毒事件中 ,猪场将

含有盐酸克伦特罗物质的活猪卖给肉摊 ,摊主再将

含有该物质的猪肝卖给食堂 ,食堂经过常规洗涤烹

饪后供应给职工 ,造成职工食物中毒。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和条款 ,对食堂责

令整改 ,并要求提交书面改正书 ,食堂事务长扣除当

季度奖金 ;对摊主责令改正 ,销毁剩余猪肝 ,并处以

罚款人民币 1 000 元 ;对猪场责令改正 ,处以人民币

5 000 元的处罚 ;并与市农业部门联系 ,由农业部门

责令猪场停止销售该批活猪 ,直到尿样检测阴性为

止。由于盐酸克伦特罗物质的特殊性 ,因此 ,我们在

日常卫生监督管理中 ,一要加强肉制品的卫生监督

和管理 ,预防食源性疾患的发生 ,二要督促餐饮业、

企事业单位、学校食堂做到定点供应猪 ,三要加强卫

生知识宣传 ,提高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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