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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0 月 21 日松潘县 75 名学生因在镇中

小学校回族和汉族食堂就餐发病。根据流行病学调
查、临床表现、潜伏期和实验室检验结果 ,认为是一

起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急性细菌性食物中毒。现将
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 　流行病学调查
2004 年 10 月 21 日 7 时 ,该中小学 195 名学生

在学校的回、汉食堂进早餐。11 时 20 分第 1 例病人
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症状。截止至 16 时 10 分共有

75 名学生因恶心、呕吐、腹痛到医院急诊 ,其中回、
汉食堂就餐学生发病人数分别为 26 人和 49 人 ,罹

患率 38146 %。
10 月 21 日早餐 ,回族食堂供餐为莲花白牛肉

包子、泡菜、稀饭 ;汉族食堂为莲花白猪肉包子、泡
菜、稀饭 ;发病学生均未午餐。部分学生感觉到莲花
白包子未熟 ,馅稀。

卫生学调查 　该校回、汉食堂由两姊妹承包经
营 ,均取得了卫生许可证 ,共有 5 名从业人员。2 名

承包者持有效健康证 , 3 人无健康证 ,为临时工 ,经
询问健康证是共用的。7 名从业人员近期无手指及

皮肤破损、腹痛、腹泻症状。2 个食堂都是 20 世纪
70 年代修建的木架房屋 ,各有约 12 m2 ,设施十分简

陋 ,无防蝇、防尘、防鼠、防腐设备 ,有部分食品容器
直接放在地上或放在潲水桶上。早餐包子在 20 日

18～20 点蒸好后未进行任何冷藏、防腐处理 ,堆放 ,

次日凌晨 6 :30 经简单热处理后供学生食用。

2 　临床表现
病人潜伏期 4～9 h ,平均为 617 h , 发病学生主

要症状为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消化道
症状并伴有头晕、四肢无力 ,无发烧病例。个案调查

表明 , 腹痛占 61122 %、恶心占 70187 % , 呕吐占
74156 % ,腹泻占 44148 %。

3 　实验室检查

311 　样品采集 　现场采集莲花白牛肉包子和莲花
白猪肉包子样品 3 份、自制泡菜 4 份、病人用药后呕

吐物 4 份、便样 2 份。

312 　检验结果 　对采集的 13 份样品按《微生物学

检验方法 GB 4789 —1994》进行检验 ,未检出沙门菌、
志贺菌、致病性大肠杆菌 (侵袭性、产毒性大肠艾希

菌) 、金色葡萄球菌。其中在 2 份猪肉包子、1 份牛
肉包子、回族食堂的 2 份自制泡菜样品中检出蜡样
芽孢杆菌 (1126 ×106 ) 。4 份呕吐物和 2 份便样因为
是用药后采集故未检出致病菌。

4 　结果与讨论
411 　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表现和潜伏期、

实验室检验结果 ,确定本次食物中毒为一起混合型
蜡样芽孢杆菌污染包子引起的急性细菌性食物中

毒。主要原因是蜡样芽孢杆菌污染包子馅中的莲花
白加热不彻底而造成的。依据 :有共同饮食史 ,发病

急 ,发病高峰十分集中 ,临床表现相似 ,实验室在 5

份可疑食物样品中检出蜡样芽孢杆菌。
412 　随着四川省“十年教育行动计划”的不断深入 ,

阿坝州各级政府为了解决农村、牧区失学等问题 ,在
相对集中的乡镇建立了寄宿制中小学校、中心校。

学生在校用餐的情况日趋普及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
问题日渐显露 , 2002 年以来乡镇寄宿制中小学校、

中心校共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7 起 ,中毒学生达 416

人。阿坝州以藏、羌民族居住为主 ,属经济欠发达地

区。这一地区乡镇寄宿制中小学校、中心校食堂普
遍存在的问题是 : (1) 食堂用房均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建的学校简陋工作用房 ,经简单改建后改为食
堂使用 ,面积不足、布局不合理、无消毒、保洁、冷藏

等基本设备 ; (2) 各学校食堂仅有供餐点 ,没有就餐
场所 ; (3)学校后勤社会化 ,一校多个食堂以承包形

式有偿转让给亲戚、朋友或关系户经营 ,校方与经营
者仅有经济利益关系 ,没有食品安全责任关系 ; (4)

从业人员卫生意识淡薄 ,健康证不实、存在一证多人

共用现象。
为保证学生的饮食安全 ,在贫困地区政府应对

义务教育的中小学校的食堂有一定的投入 ,保证食
堂的基本安全设施齐备。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应加

强学校食堂的管理和宣传教育 ,探索符合学生、学校
利益的学校食堂管理模式 ,减少食物中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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