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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一起肉毒梭菌污染家庭腌制酸肉引起的食物中毒调查处置

赵鹏!!刘展华!!覃光球!!王绍龙!!温平镜!!蒋玉艳!!黄中学#!韦振明#!陈晖!!李秀桂!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 南宁"’-&&#!#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 南宁"’-&&#!$

摘"要!目的"查找病因!指导临床救治!以便为肉毒梭菌食物中毒事件制定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应用
FV6R3-(!55%)肉毒梭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通过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和启动国家卫计

委特效药系统紧急采购肉毒梭菌诊治血清应用于病人!分析致病原因与病程变化关系!确定诊治措施" 结果"确

诊发病病人 # 例!仅 ! 人住院" 在住院患者血清中检出 0’e型肉毒梭菌毒素!应用 0’e型肉毒梭菌抗毒血清并对

症治疗’机械通气!治疗 #’ Q 后!症状缓解!逐渐好转并康复出院" 结论"本次事件是由于进食被 0’e型肉毒梭菌

毒素污染的自家腌制酸肉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 建议做好饮食安全宣传!加强食物中毒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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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8%% "5968%,:6"R?9=@Q ?MTT.S8>MPS>@Q AM=QST.S8N=@=8>NTUS>TWS@TP?>PT?]U?[=QST.SY>P=P9?UT.S]US[S@T=?@
>@Q 8MUS?9P=W=N>U9??Q ]?=P?@=@A8>MPSQ YOK(),#-282+4:)#+(23+4P;6%4)’+"088?UQ=@AT?T.S]U=@8=]NSP?9K(),#-282+4

:)#+(23+49??Q ]?=P?@=@AW>@>ASWS@T" TUS>TWS@T]N>@ \>PQSTSUW=@SQ >@Q >]]N=SQ 9?NN?\=@A8N=@=8>NQ=>A@?P=P" N>Y?U>T?UO

TSPT=@A>@Q >@T=T?̂=8PSUMW=@TSU[S@T=?@ T.U?MA. T.SSWSUAS@8O]U?8MUSWS@TPOPTSW9?UP]S8=9=8WSQ=8=@S$<6+&.%+"R\?

]>T=S@TP\SUS=QS@T=9=SQ \=T. ?@S.?P]=T>N=_SQ >@Q T.SUS\>P@?QS>T. =@ T.=P8>PS$R.S.?P]=T>N=_SQ ]>T=S@T\>PTUS>TSQ \=T.

>@T=T?̂=@P>@Q WS8.>@=8[S@T=N>T=?@ >@Q 8MUSQ =@ #’ Q>OP$=)08.&+,)0"R.S]?=P?@=@A8>PS\>P8>MPSQ YO=@T>XS?9.?WS2

W>QS9??Q 8?@T>W=@>TSQ YOK(),#-282+4 :)#+(23+4P;T=PPMAASPTSQ T.>T]MYN=8SQM8>T=?@ =@ 9??Q P>9STOP.?MNQ YS

PTUS@AT.S@SQ$

>6( 3)2’+% K(),#-282+4:)#+(23+4& .?WS2W>QS]=8XNSQ P>NTSQ P?MPSQ 9??Q& 9??Q ]?=P?@=@A& =@[SPT=A>TS& Q=P]?P>N

收稿日期!#&!%2!#2#1

基金项目!广西科技厅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广西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技术应用研究"桂科攻 !’53&!#25#

作者简介!赵鹏"男"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与食源性疾

病流 行 病 学 调 查 处 置 和 毒 理 " G2W>=N& 3-5!’#3!’ c

‘‘$8?W

通信作者!刘展华"女"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与食源性

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处置"G2W>=N&._N=M-#%cP=@>$8?W

""肉毒梭菌中毒在广西鲜有发生+ #&!’ 年 % 月
#- 日早上 5 时许"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
科重症监护室报告"于 % 月 ## 日下午接诊了 ! 例来
自贵州2广西某交界县(与其接壤的河池市人民医院
转来初步诊断为/疑似肉毒梭菌食物中毒0病人"由

于没有这类诊疗经验"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广西疾控中心$协助+ 经调
查"确定是由进食肉毒梭菌污染自腌制酸肉引起的
食物中毒+

!"资料与方法
!)!"资料

病例定义%#&!’ 年 % 月 !1 日至 % 月 #1 日贵州
某县吴某家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视力模糊(
眼睑下垂(疲乏无力症状的人员+

病例搜索%通过访谈患者及家属了解共同进餐
者发病情况"通过向患者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了解(收集当地疫情报告信息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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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样品采集和检测

由于已经没有剩余食物"病人无粪便"只能分
别采集患者和患者家属#健康人$血样#对照$"根据
Be6R1435)!#!#&&-,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肉毒
梭菌及肉毒毒素检验- )!*以及肉毒毒素诊断血清说
明书进行肉毒毒素检测试验+ 选择广西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中心繁殖的 VaL级健康雄性昆明种小鼠
!3 只 # 体 质 量 #’ f -& A" 许 可 证 号%
1’&&&-&&&&&##-$+ 诊断血清分别含有 0(e(G型各
! 份"其检验原理为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使得特
异性肉毒毒素在小鼠体内呈无毒性症状+ 根据小
鼠在 1 Q 内死亡与否判定患者是否拥有该类型毒
素"为临床诊疗正确选择抗毒素类型提供技术依据+
!)#)#"现场调查

广西疾控中心和青秀区等辖区疾控中心现场
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应用现场流行病学(食品卫生
学(FV6R3-!!55%,肉毒梭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
处理原则- )#*和紧急启动国家卫计委应急采购方
法"联合对临床救治医生和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现场
和电话访谈"收集临床检验资料"开展核实诊断和
治疗性诊断"了解病程变化+

#"结果
#)!"基本情况

事发地位于广西河池市与贵州省毗邻的荔波
县某水族村屯+ 患者 # 人+ 首发病例吴某"男"水
族"15 岁"农民&另外 ! 名患者为其儿子"!# 岁"学
生+ 潜伏期 !)’ f#)’ Q+

该患者家庭于 #&!’ 年 % 月 !1(!’(!% 日中(晚
餐食用家中自制酸肉"每天开食 ! 瓶#’&& WN塑料
瓶包装$"同时进食芥菜(辣椒+ 吴某儿子分别于
!1(!’ 日中(晚餐各进食 ! f# 块酸肉"共约 !&& f
!’& A&吴某妻子 !1 日中餐进食酸肉时感觉味道不
好即吐掉"未进食+ 吴某进食酸肉伴饮酒+ !% 日晚
餐进食第 - 瓶酸肉时"吴某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
痛和视物模糊等症状"腹泻 ! f# 次6Q"无脓血便(果
酱便"无里急后重"无发热(寒战等"遂停止进食酸
肉"并将剩下的半瓶酸肉喂狗"但狗无异常+ !4 日
早上约 5m&&"吴某儿子在学校出现腹痛(轻度腹泻(

视物模糊等症状"遂回家和父亲到当地卫生院治疗
后"其病情好转"至 ## 日"仅出现视力模糊"其余未
见异常+ 吴某治疗后未见好转"于 !3 日转到县中医
院治疗"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对症治疗后"呕吐(腹
泻症状好转"但仍有腹痛&!5 日出现吞咽困难(睁眼
困难(视力模糊加重(言语不清(声音嘶哑(饮水呛

咳"伴无法入睡(全身乏力(纳差(头晕(腹痛(流涎
等症状"无发热(呕吐(抽搐(意识障碍(大小便失禁
等+ 于当日到邻近的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就诊"诊断
为/肉毒杆菌食物中毒(咽喉炎(脑萎缩0"给予胃肠减
压(抗炎(抑酸(护肝(补液等对症治疗后无明显改善"
遂于 ## 日转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就
诊"以/吞咽困难查因0收入急诊 ;HC进一步诊疗+

入院后"予补液(抗感染等对症治疗 ! Q 多"采用呼吸
机后通气改善"方可以入睡"解除了连续 1 Q 无法入
睡的困扰"患者神清"其余症状无改善+
#)#"特别处置

#1 日晚上约 !&m&&"广西疾控中心通过国家卫
计委应急采购的肉毒梭菌抗毒素送至医院+ 在毒
素试验结果尚未出来且患者家属同意前提下"首先
试验应用肉毒梭菌 0型抗毒素后"病人横纹肌无力
症状有所改善"但无法脱呼吸机+ % 月 #3 日"疾控
中心卫生毒理动物试验报告在患者血样中检出肉
毒梭菌 0(e型毒素"提示患者为 0(e型肉毒梭菌
混合感染+ 马上联用 e型抗毒素"并加大 e型使用
剂量"患者症状逐步改善"至 4 月 !& 日"拔除气管导
管"但偶有呼吸费力&至 4 月 !# 日上午"病人眼部功
能完全恢复"吞咽功能改善"稍有乏力"能少量饮
水"转入普通病房治疗稳定后出院+
#)-"流行病学调查
#)-)!"病人分布情况

患者家共有吴某(其妻子和儿子 - 人一起生活+
病人为共同进餐的父子 # 人"父亲进食酸肉量较多"

病情首发且较重"其儿子进食酸肉量较少"病情较
轻"未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吴
某妻子未摄入酸肉"没有发病+ 患者发病前均无外
出"没有到过可疑疫区"未进食过其他腐败变质食
物(不明原因病死动物(有毒蘑菇等有害食物+ 未
接到贵州毗邻区域和广西南丹等与贵州毗邻区域
类似的病例报告+ !% 日晚狗进食最后半瓶酸肉"但
未发现异常现象+
#)-)#"食品卫生状况调查

病人所在的贵州荔波县素有腌制酸肉的习俗"

其制作基本流程是%第一步"准备一个小坛子(肉类
#生(熟均可$(小米#或大米$(盐(姜(花椒&第二步"
将肉切成薄片"放适量盐(姜(花椒掺和搅匀&第三
步"按每斤肉 # f- 两小米#或大米$的比例将小米
#或大米$用水浸泡"再用锅炒干炒熟&第四步"将坛
子洗净"把几颗烧旺的火炭放进坛里烘干"片刻后
取出"迅速将拌好的肉放入坛中"压紧"将盖盖上"
加上坛盘水+ - 个星期左右"原先放进坛子里的生
肉自然腌制成了熟肉"将其打开"直接食用+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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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将其女儿 #&!1 年 ! 月婚宴后剩余猪肉 #熟
肉$(水豆腐(生糯米放入未经清洗的空塑料瓶
#’&& WN"空置 1 f’ Q$中腌制"共制作 1 瓶"曾于
#&!’ 年清明节期间食用 ! 瓶"未出现不适+
#)-)-"临床表现

主要为恶心(呕吐(腹泻(腹胀(腹痛(头晕(乏
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眼睑下垂(睁眼困难(睡眠
困难(视力模糊(言语不清(声音嘶哑(呼吸困难等
症状+ 血钾正常(四肢有力"排除钡盐中毒(甲醇中
毒等化学污染危害+
#)1"实验室检验

依据 肉 毒 毒 素 诊 断 血 清 使 用 说 明 书 和
Be6R1435)!#!#&&- )!*毒素检测和确证方法"取病
人血清 ’ WN加入氯化钠注射液 #& WN进行 ’ 倍稀释
后"分别向 0(e(G型冻干诊断血清加入灭菌注射用
水! WN"混匀"-4 (水浴 1’ W=@&另取两支试管分别
注入氯化钠注射液 ! WN"并各加入已稀释 ’ 倍的血
清标本"混匀"-4 (水浴 1’ W=@"将其中的 ! 份作为
毒素对照"另 ! 份煮沸 #& W=@ 作为毒素灭活对照+

另取正常人血清 ! WN"加入 5 WN氯化钠注射液进行
!& 倍稀释"-4 (水浴 1’ W=@"作为正常对照+ 各组
混合液分别腹腔注射小鼠 - 只"每只 &)’ WN+ 结果
显示"分别注射 0(e型诊断血清组和毒素灭活对照
组小鼠没有出现死亡"其他试验组小鼠均出现死
亡+ 说明样品血清中含有 0(e型肉毒毒素"即患者
吴某的血清中混合有肉毒梭菌 0(e型毒素+

-"讨论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

临床诊疗结果"结合国家卫生部 FV6R3-!!55%,肉
毒梭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认定这
是一起由于进食被肉毒梭菌污染的自腌制酸肉引
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肉毒梭菌属于革兰阳性厌氧菌"可长久在土
壤(泥土和草食动物肠道中生存 )-* "可以存在于家
畜如牛(羊(猪等的粪便中"也可附着于水果(蔬菜(
谷物(豆瓣酱等"火腿(腊肠(罐头或瓶装食物被肉
毒梭菌污染时"在缺氧情况下细菌可大量生长繁殖
而产生外毒素 )1* "人摄食被污染的食物后可发生中
毒+ 按照外毒素的抗原性不同"可将其分为 0fB
共 4 型"引起人类疾病的主要为 0(e和 G型+ 肉毒
梭菌外毒素是一种嗜神经毒素"&)! f!)& !A就可
致人死亡 )’* "3& ( -& W=@ 或煮沸 !& W=@ 可被破坏+

该外毒素主要通过淋巴(血液循环到达神经突触"

阻断胆碱能神经纤维的肌肉神经传递"抑制乙酰胆
碱释放"从而使肌肉发生迟缓性瘫痪"轻者眼睑下

垂"重者呼吸肌麻痹死亡+ 进食被肉毒梭菌外毒素
污染的食物引起的中毒性疾病"临床表现以神经系
统症状如眼肌和咽肌瘫痪为主要特征"并出现呼吸
困难"丧失语言功能"身体抽搐"眼睑无力"体表未
见病变特征"上腹部轻微压痛"注射对应类型的抗
毒素后症状减轻+ 各年龄组均可发病"一年四季均
可发生 )%* +

本例患者用空置 1 f’ Q 且没有清洗过的空塑
料瓶#’&& WN$腌制酸肉"原料有肉(豆腐及糯米"腌
制过程没有对腌制容器进行清洗消毒"导致腌制酸
肉出现肉毒梭菌污染"进食前未经煮熟引起发病+
由于没有食物样品"到底是容器(肉还是豆腐污染
已经无法溯源+ 狗吃了 !% 日开启的最后 ! 瓶酸肉
中的半瓶没有发病"提示最后 ! 瓶酸肉可能没有污
染肉毒梭菌+ 在患者血清中检出 0(e型肉毒毒素"
与青海省主要以 G型肉毒梭菌污染牛肉引起的类
型不同 )%* "与新疆建设兵团张文珍 )1*报道的从自制
豆瓣酱中检出 0型肉毒毒素也不同"与石河子城马
玉英 )4*报道的 0型 #! 例"e型 ’ 例"0(e混合型
! 例"主要污染物为食用自行土法酿制发酵豆制品
#红豆腐(臭豆腐(豆豉$中毒"潜伏期 1 . f3 Q 类
似+ 提示此类中毒防控需要注意当地的食品加工
环节监控"尤其是对于有这类自制特色食物的农村+

西安张黎等 )3*报道 % 例肉毒梭菌中毒中 0型
1 例"e型 # 例"张文珍 )1*提出肉毒梭菌中毒需要与
格林2巴利综合征鉴别"本例提示还应该注意与急性
胃肠炎等鉴别+ 与马玉英等 )4*报道提出的治疗方
法类似"一旦确诊"应尽快使用抗毒素&对高度怀疑
中毒者"确诊前可注射多价肉毒抗毒素如 0(e联合
应用作为预防+ 用药前要做皮肤过敏试验"即使过
敏试验阳性"也应脱敏注射+ 张雪萍等 )5*报道即使
毒素分型前应用了 0型抗毒素"中毒后 !& Q 毒素分
型显示是 e型而马上改用 e型抗毒素治疗"’ 例均
痊愈没有死亡+

本事件成功启动国家卫计委应急采购特效肉
毒抗毒素和诊断血清"说明该供应体系健全"反应
灵敏(迅速(保障有力+ 详细询问病史和饮食史"早
期正确诊断"按照地域肉毒梭菌型别特点"在尚未
明确毒素分型时早期联合应用 0(e型抗毒素"是值
得重视的诊疗方法+ 广西属于肉毒梭菌低污染区"
随着食品贸易的快速发展"旅游业的兴旺发达"应
提高警惕"积累经验"储备资源"加强宣教"更好地
做好肉毒梭菌中毒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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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修订,食品卫生法-项下的食品添加剂标准
""#&!% 年 !# 月 !%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 B6VaV6K6baK613- 通报!根据)食品卫生法*第 !& 条规定!修

订)食品卫生法*项下的食品添加剂标准" 该通报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主要修改重金属规格%#$制定 35 种

现有食品添加剂的规格%-$从确保安全的角度出发制定滑石粉和酶的标准%1$修改附录 - 中列出的 44 种指

定食品添加剂#44 种规格$的规格%’$修订部分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摘自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TT]%66@S\P$9??QW>TS$@ST6#&!%6!#61&33#%$.T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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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食品安全局再次评估 !2环糊精作为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
""据欧盟食品安全局#GLV0$消息!!# 月 4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营养素资源与食品添加剂专家组就再次 !2
环糊精作为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发布意见"

!2环糊精由 4 个 "2!!12链接 82葡糖基构成的环状寡糖" 在 !55% 年欧盟专家组将其 0:;定为 ’ WA6XA
体重6天" 欧盟专家组经过再次评估后认为!0:;设定为 ’ WA6XA体重6天仍然合理" 然而在现有报道以及
使用量的情况下!在品牌忠诚的情况下!所有人群的摄入量会超过 0:;数值!婴儿平均值统计 #WS>@
]SU8S@T=NS$以及所有人群 5’ 值统计#5’T. ]SU8S@T=NS$的情况除外"

部分原文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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