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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湖北省某中学因面条引起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暴发

李世聪 #!吴杨 $!官旭华 $!邢学森 $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广州"4#&->&#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武汉"->&&’!$

摘"要!目的"分析湖北省某中学一起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暴发疫情的流行病学因素!为制定防控措施提供依

据" 方法"采用现场流行病学的方法!对病例进行调查!运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病例对照方法对暴发疫情数据

和各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疫情涉及 !# 例疑似病例和 $ 名隐性感染者!罹患率为 >>7,f$ !#0$(!%" - 名厨工

中!$ 名为隐性感染者" 首发病例为八$$%班学生!发病日期为 $&#’ 年 $ 月 #4 日 ’ h>&" (!7$f$(>0!#%的病例在
$ 月#4 日 , h&&d$-h&& 发病!发病时间中位数为 $ 月 #4 日 #( h&&" 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提示!进食 $ 月 #- 日早餐热

干面发病风险增加)比值比$Q<%k!7!>!!4f置信区间$!4f>P%为 #7#’d,-7&-*" 结论"此次事件为一起由诺如

病毒引起的感染性腹泻暴发疫情!在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高发季节!应继续加强对学校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疫情

监测!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有效预防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暴发疫情的发生"

关键词!诺如病毒& 感染性腹泻& 流行病学& 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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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如病毒感染的潜伏期为 #$d-, N"传播方式
以粪9口途径为主"亦可通过食物*水源*生活接触
或吸入悬浮在空气中的病毒气溶胶传播’ 由诺如

病毒引起的疾病在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发病场
所主要是餐馆*托幼机构*医院*学校*养老院等"
发病地点分布聚集 ( #) "发病时间有一定季节性"发
病高峰为冬春季’ $&#’ 年 $ 月 #4 日"湖北省某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 V中学校医院报告接诊
#( 余例急性胃肠炎病例"病例陆续出现呕吐*腹
泻*腹痛等症状’ 为尽快控制疫情"查找感染来源
及传播途径等危险因素"工作人员开展了进一步
的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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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7#"调查对象和病例定义

调查对象为事件发生学校所有的学生和教职
工’ 疑似病例为 $&#’ 年 $ 月 #$d$& 日 V中学学生
或教职工#包括食堂从业人员$出现恶心*呕吐*腹
痛*腹泻任意一项者’ 可能病例为疑似病例中出现
呕吐或腹泻次数"> 次0Z 者’ 确诊病例为疑似或
可能病例中粪便*肛拭子标本或呕吐物标本检测为
诺如病毒阳性者’ 隐形感染者为无临床症状"但肛
拭子标本检测为诺如病毒阳性者’
#7$"方法
#7$7#"调查方法

病例搜索%使用诺如病毒感染暴发调查和预
防控制技术指南 # $&#4 版$ ( $)的诺如病毒感染性
腹泻调查表"查询相关医疗机构门急诊日志"通过
对班级老师*生活老师*校医*后勤服务人员等进
行访谈"查阅晨午检记录*缺勤登记记录"对已停
课的学生进行随访"了解具有类似症状等符合病
例定义者’

病因假设%收集患病班级分布等基础数据"结
合访谈了解发病经过*发病前活动和饮食等情况"
描述临床特征及分布"建立病因假设’

流行病学调查%采用电话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方
式"调查个人基本信息*发病和诊疗情况*暴露史等’

卫生学调查%根据前期流行病学调查"获得指
向性的危险因素后"开展卫生学调查"进一步调查
食品或水的污染源*污染环节*导致疫情传播的危
险因素’
#7$7$"实验室检测

肠道病毒检测%粪便*肛拭子和呕吐物标本以
及面粉*酱料和环境涂抹样品#厨房水笼头表面*面
条操作台面*开水器表面*门把手*炒菜锅表面$均
采用病毒核酸提取试剂盒"提取腹泻病毒核酸’ 轮
状病毒*诺如病毒的检测方法为荧光定量逆转录聚
合酶链式反应#<59*:<$法’

肠道致病菌检测%对收集的粪便*肛拭子*呕吐
物标本进行细菌分离培养*生化鉴定及血清学分
型 ( >) "包括志贺菌*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以及 4 种
致泻大肠埃希菌(肠致病性大肠埃希菌#?*?:$*产
肠毒素大肠埃希菌#?5?:$*肠侵袭性大肠埃希菌
#?P?:$*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W?:$和肠集聚性
大肠埃希菌#?=?:$)’

水%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和检测方法按照
T2054’4&7#!$&&(-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总
则. ( -)进行"检测指标包括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和
大肠埃希菌’

#7>"统计学分析
运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对暴发疫情数据和各种因素进行分析’ 采用 ?]A
;@L@>7& 软件进行双录入"?]APHJF>747> 和 )*))
$#7& 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 %$ 检验"

多因素分析采用 RF/AGLAE回归分析"采用向前 3@BZ
法筛选变量"检验水准 "k&7&4"以 !8&7&4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7#"临床特征

共搜集 !# 例病例和 $ 例隐形感染者"其中疑似
病例 $4 例*可能病例 -! 例*确诊病例 #’ 例"罹患率
为 >>7,f#!#0$(!$’ !# 例病例的主要临床症状为
呕吐#4-7!f$*腹痛#4-7!f$*恶心#-!74f$*腹泻
#-47#f$*发热#>#7!f$"见表 #’

表 #"!# 例病例临床症状

5@_BK#":BAHAE@BGI.]LF.GFJ!# E@GKG

症状 病例数 占比0f

呕吐 4& 4-7!

腹痛 4& 4-7!

恶心 -4 -!74

腹泻 -# -47#

发热 $! >#7!

头痛 #> #-7>

$7$"时间分布
首例病例出现在 $ 月 #4 日 ’ h>&"#4 日 #( h&&d

$-h&& 发病人数达到最高峰"自 #( 日起病例数开始
下降"#’ 日后无新增病例"整个疫情共持续 $ Z’

根据诺如病毒感染潜伏期为 #$ d’$ N*平均
$-d-, N 及具有人传染人的特点"病例发病时间分
布显示两个高峰"且第二个峰与第一个峰的间隔为
$- N"可能为人传染人的二代病例"见图 #’ 而进一
步对走读生和住宿生病例的发病时间进行分析"发
现均呈点源暴露特点"见图 $’

图 #"所有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A/U‘K#"5A.KZAGL‘A_ULAFH FJ@BBE@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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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走读生#左$和住校生#右$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A/U‘K$"5A.KZAGL‘A_ULAFH FJE@GKFHGKL@.FH/Z@IGLUZKHLG#BKJL$ @HZ ‘KGAZKHLGLUZKHLG#‘A/NL$

$7>"人群分布
!# 例病例中"!& 例为学生"仅 # 例为八##$班

教师"学生罹患率为 >!7&f#!&0$>#$"教职工罹患
率为 $7(f# #0>,$"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7,"!8&7&4$’ > 个年级的 ( 个班级均有病例分
布"罹患率最高的为七#$$班#-,7-f"#40>#$"各班
级间罹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7!4"!6&7&4$"
见表 $’ !&例学生病例中"最小年龄为 #> 岁"最大为
#(岁&男生和女生的罹患率分别为 $$7&f#$(0##,$
和 4(7(f#(-0##>$"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7!"!8&7&4$&走读学生和住校学生的罹患率分别
为 -&7-f#(40#(#$和 >47’f#$40’&$"二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k&7--"!6&74#$’ - 名食堂厨工均自述
无任何相关症状"其中 $名女性厨工肛拭子标本检测
结果为诺如病毒 T*型阳性’

表 $"不同班级学生病例分布

5@_BK$":@GKZAGL‘A_ULAFH AH ZAJJK‘KHLEB@GGKG
班级 学生人数 病例数 罹患率0f

七##$班 $! ## >’7!

七#$$班 ># #4 -,7-

八##$班 -# #’ -#74

八#$$班 >4 #> >’7#

九##$班 -’ #, >,7>

九#$$班 -, #( >>7>

合计 $># !& >!7&

$7-"病因假设和病例对照研究
病因假设%(病例的症状以呕吐和腹痛为主"

主要诊断为急性胃肠炎"符合诺如病毒发病的特
征"首发病例症状典型"病例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具
备明显的传染病特征"因此"诺如病毒传播的可能
性较大&)该中学只有一个食堂"所有学生和教职
工餐食完全相同"住宿生三餐均在学校食堂进餐"
走读生一般只在学校进食早餐"中餐和晚餐多数回
家进餐"教职工一般只在值班时才在学校进餐"根
据住宿生和走读生罹患率差异不大"而在学校进餐
少的教职工发病较少"提示学校食堂导致暴发的可
能性较大&+需排除水源性传播的可能’

为验证假设"调查组在学校学生中开展了病例
对照研究’ 选取 $ 月 #4d#( 日发病的 >’ 名学生为
病例组"在病例组的同年级学生中按照 # h#的比例
随机抽取无任何临床症状的 >’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

询问病例组和对照组学生发病前三餐的情况’ 单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学校食堂进食 $ 月 #- 日的早
餐(比值比 #Q<$k!7!>"!4f置信区间 # !4f>P$%
#7#’d,-7&-)会增加发病的风险’

表 >"湖北省某中学餐次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k>’$

5@_BK>"=E@GKEFHL‘FBGLUZIFH .K@B‘AG1 J@ELF‘GAH @

.AZZBKGENFFBAH WU_KA*‘FaAHEK

危险因素
病例组人数

#f$
对照组人数

#f$
Q< !4f>P

#> 日

#- 日

午餐 ’ ##,7!$ ! #$-7>$ &7’> &7$-d$7$#

晚餐 #’ #-47!$ $& #4-7#$ &7’$ &7$!d#7,&

早餐 >( #!’7>$ $! #’,7-$ !7!> #7#’d,-7&-

午餐 #- #>’7,$ #4 #-&74$ &7,! &7>4d$7$’

晚餐 >$ #,(74$ $’ #’>7&$ $7>’ &7’$d’7’!

注%学校未供应 $ 月 #> 日早餐

$74"卫生学调查
调查组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实地勘察并访谈

食堂工作人员"该食堂供应全校师生饮食"厨房环
境良好"有固定冰箱及消毒柜"由统一窗口供给教
职工和学生伙食"学校食堂实行 -, N 留餐制度’ 食
堂的炊具每天早上采用开放式消毒"刀具*砧板通
过蒸煮消毒’

食堂共有 - 名厨工"其中 $ 名女性厨师主要负
责做菜"# 名主管负责到附近市场买菜"除 $ 名女性
厨师外"另 $ 名工人表示 $ 月 #- 日早上未在学校食
堂就餐"且 - 人均自述无任何发病症状’ $ 名女性
厨师肛拭子标本检测结果均显示诺如病毒 T*型
阳性’

调查发现"$ 月 #- 日早餐仅为热干面"面条由
固定供应商提供"厨师当天于 - h>& 煮熟热干面"然
后用簸箕捞起沥干水后放置铁案板 #& d#4 .AH"早
餐供餐时#’ h>&d!h&&$用开水#!4 e$烫后"再添加
定性包装的酱料供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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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为市政供水"学校教职工和学生均统一饮
用白开水"部分走读生自带饮用水"且该校附近的
居民和学校饮用相同的水源"通过查阅周边卫生院
和社区医院门诊日志"发现并无大规模病例报告"
提示水源性传播的可能性较低’ 另外"对学校小卖
部主要供应的两个品牌的瓶装水和学校的桶装水
进行诺如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进一步排除经
水源性传播的可能’
$7("实验室检测

采集标本及样品的肠道致病菌和肠毒素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 名厨工中"有 $ 名检测结果均为
诺如病毒 T*型核酸阳性&-& 名出现胃肠道症状的
学生中"有 #! 名检测结果为诺如病毒 T*型核酸阳
性&随机抽取 - 名老师"其中 # 名老师出现胃肠炎症
状且肛拭子中检测出诺如病毒 T*型核酸阳性’ 采
集留样食品和厨房酱料*水样以及环境涂抹样品进
行诺如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见表 -’ 挑选其中
诺如病毒 T*型核酸阳性的标本与 TKH2@H1 中基因
序列株中 2R=)5比较"结果显示"学生*老师与隐形
感染厨工的肛拭子标本均在诺如病毒 T*#’ 型分
支上"与 $&#- 年美国分离株#bV-$->4&$和中国台
湾分离株#b5’>$$’4$同源性达 !,f’

表 -"实验室检测结果

5@_BK-"R@_F‘@LF‘ILKGL‘KGUBLG
标本0样品名称 检测份数 检测结果

老师肛拭子 - 肠道致病菌阴性&诺如病毒 T* #’ 型阳
性## 份$

学生肛拭子 -& 肠道致病菌阴性&诺如病毒 T* #’ 型阳
性##> 份$

学生呕吐物 # 诺如病毒阴性
食堂面粉 # 诺如病毒阴性
酱料 # 诺如病毒阴性
厨房水样 - 常规致病菌阴性&诺如病毒阴性
环境样品 ( 诺如病毒阴性

$7’"控制措施
该学校食堂从 $ 月 #( 日开始停止供餐"对病例

隔离治疗"重点做好粪便和呕吐物的管理"并在学
校教职工和学生中开展宣传教育和消毒工作’ 末
例发病时间为 $ 月 #( 日"而后经过 # 个最长潜伏期
#’$ N$无新病例出现"疫情结束’

>"讨论
诺如病毒感染剂量低"途径多样"常通过受污

染的饮用水或食物*生活接触等造成暴发 ( 49() "也可
通过吸入悬浮在空气中的溶胶传播 ( ’) ’ 国内外 ( ,9#$)

报道了多起因食物引起的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暴
发疫情"病例主要通过食用被污染的食物而被感染’

本次疫情中病例的症状主要为呕吐和腹痛"病

例平均分布在各个班级"并在 #! 例患者中检测出诺
如病毒 T*#’ 型"病例的空间和时间分布符合诺如
病毒暴发流行病学特征’ 病例对照结果提示发病
与进食 $ 月 #- 日的早餐有关"进食该餐的一名老师
发病"未进食该餐的其他老师不发病"因此推断引
起该起疫情的病原体是诺如病毒 T* #’ 型"进食
$ 月 #- 日早餐的热干面是可疑的危险因素’

$ 月 #- 日当天负责制作热干面的两名厨师均
为诺如病毒隐形感染者"而诺如病毒在 & d(& e范
围内均可存活"热干面最后用开水进行烫煮后加入
酱料食用"烫煮的时间和水温是关键’ 访谈厨师发
现"当天由于到食堂就餐的学生较多"用开水烫煮
时间可能较短"而且开水煮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水
温会下降到 (& e以下"可能未达到杀灭诺如病毒的
目的’ 本次疫情中首发病例为八# $$班学生"曾在
班级内发生呕吐"与其他学生之间生活接触机会较
多"后期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 诺如病毒暴发发病
初期"病毒载量较大"呕吐物形成的气溶胶一定程
度会促使病原体扩散"近距离吸入更容易引起感
染’ 本次疫情中"首发病例曾在教室内呕吐"且呕
吐物未经过消毒处理"学校也未停课"不排除发病
学生与隐形感染者有近距离的接触史’

横断面调查 ( #>9#-)提示"部分人群感染诺如病毒
后"表现为隐性感染’ 既往多起食源性诺如病毒暴
发疫情 ( #49#()均将源头指向厨工中的隐性感染者"主
要污染环节为餐饮从业人员在备餐和供餐中污染
食物’ 中国台湾和日本的研究 ( #’9#,)均发现"在食源
性诺如病毒暴发相关的供餐单位中"厨工隐性感染
者和显性感染者的排毒量并无差异’ 本次疫情中"$
名隐形感染者参与了早餐热干面的制作过程"由于
手与食物接触时未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可能导致
了本次疫情的发生’

本次调查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调查到热干面是
如何被污染的’ 因暴露当日的食物没有留样"未能
对 $ 月 #- 日早餐的热干面开展诺如病毒检测"热干
面可能是因携带病毒的工作人员在加工过程中污
染造成的"但工作人员也可能是由于进食或接触自
己加工的热干面而感染’ 对于此类事件"应该加强
对学校传染病卫生工作的防控"在暴发发生早期即
对学校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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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年安徽省毒蕈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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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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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李卫东"男"主任技师"研究方向为食品与营养卫生"?9.@AB’BcZC@NEZE%EF.%EH

摘"要!目的"了解安徽省毒蕈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通过-食

源性疾病事件监测系统.和-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查询 $&#(($&#’ 年安徽省毒蕈中毒事件及病例!对流行病

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年安徽省共报告毒蕈导致的中毒事件 #$! 起!中毒 $$> 人!死亡 $ 人!

主要发生在 ,d#& 月!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家庭是毒蕈中毒主要发生场所!高发地区为皖北与皖中交接区域和皖南

山区!病例主要为 -& 岁以上人群!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胃肠道症状!首诊诊断为疑似毒蕈中毒的正确率为 (!7$>f

$!&0#>&%" 结论"安徽省毒蕈中毒具有季节性#区域高发性的特点!应针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进行宣传!减少毒

蕈中毒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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