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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一起酒店聚餐引起的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事件分析

李明强&徐云龙&林燕&陈燕
!杭州市余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杭州$-!!!%%#

摘$要!目的$对一起酒店聚餐引起的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事件进行调查和溯源&为研究类似的食物中毒事件

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流行病学!食品卫生学和脉冲场凝胶电泳 "SH\.%技术等方法&分析此次食物中毒事件’

结果$确认食物中毒病例 &, 名&中毒罹患率为 ->]g"&,?]!%%(现场采集病例肛拭子 &, 份!酒店厨师肛拭子!, 份&

其中 !- 份标本检出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型均为 Y-md,&SH\.指纹图谱一致’ 结论$综合流行病学!食品卫生学和

实验室检测结果分析&确定为一起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加强对餐饮企业的监督管理&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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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溶血性弧菌是一种嗜盐生长的革兰阴性弧
菌%人食用该菌污染的水产品或其他食品后可引起
急性肠胃炎%是沿海地区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主要病
原菌 * !+ , &%!] 年 ] 月 & 日%朱某在 \酒店举办婚礼
晚宴",, 桌 ,,% 人#, 同天晚上%唐某也在 \酒店为
其子举办周岁宴"# 桌 #% 人#, 两场宴席分别在该
酒店不同楼层举办%时间均为晚上 , 点左右, &%!]
年 ] 月 - 日%余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报告%在
同一酒店内%两场不同宴席的就餐者陆续发生腹
痛)腹泻)呕吐等症状%疑似食物中毒%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综合流行病学)食品卫生学和实验室检测结
果%确定为一起细菌性食物中毒%中毒原因可能与

该酒店食物被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有关,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病例定义$&%!] 年 ] 月 & 日晚上%在 \酒店参
加喜宴或者周岁宴的所有客人中%出现腹泻!
- 次?&) @并伴有腹痛和呕吐等症状者, 通过病例
搜索%共有 &, 名符合定义的病例,
!>&$方法
!>&>!$病例搜索

采用-食物中毒事故个案调查登记表.%对医院
就诊病例和对照人群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比较
两场宴席中进食不同菜肴的客人的罹患率%搜索可
疑污染食物,
!>&>&$实验室检测

通过现场调查%调查人员共采集病例肛拭子 &,
份和酒店厨师肛拭子 !, 份, 按照 Ĵ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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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性腹泻诊断标准. *&+规定操作%进行常见致病菌的
检测, 利用 Y抗原玻片凝集试验和 d抗原玻片凝集
试验对检出的副溶血性弧菌进行血清学分型,

参照- &%!, 年浙江省食源性疾病检测工作手
册. * -+副溶血性弧菌脉冲场凝胶电泳"SH\.#操作
程序%对分离的副溶血性弧菌进行 SH\.分型,

&$结果
&>!$基本情况

&%!] 年 ] 月 & 日晚上 , 点左右%\酒店分别在
不同楼层举办两场宴席, ] 月 - 日凌晨开始%陆续
有客人出现腹痛)腹泻和呕吐等症状, 首例患者沈
某出现呕吐 "q- 次?&) @ #)腹痛)腹泻 "q!% 次?
&) @#症状%无发热症状%在医院输液治疗后%明显好
转, 该病例发病前无类似病例接触史和其他聚餐
史%仅参加 \酒店的喜宴%血常规显示白细胞和中
性粒细胞升高)淋巴细胞降低,

医院共接治 &, 名病例%对医院就诊的病例和两
场宴席的主人进行访谈%发现至少 !# 名病例只参加
了喜宴的晚宴%未参加午宴%而参加周岁宴的所有
病例仅在 \酒店聚餐%无其他共同聚餐史, 对该酒
店当晚服务两场宴席的从业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包
括 !, 名厨师在内的所有涉及人员均无发病症状,
&>&$临床特征

医院接治的 &, 名病例均以多次水样便)腹泻)
腹痛)恶心和呕吐为主要症状%少数发热%病例的主
要临床表现见表 !, 血常规检查结果显示%全部病
例白细胞数升高 "q!%>%f!%" ?A%最高达到 &,>-!f
!%" ?A#)中性粒细胞数升高"最高为 "->!g#)淋巴
细胞数降低%少数病例的粪便检查有隐血和白细胞,

表 !$&, 名病例临床症状分布
N0Q2<!$JK/O=F/I1:=G1Q3=1F5 F9&, 80:<:

临床症状或体征 人数 占比?g

腹泻 &, !%%>%

腹痛 &) "&>-

恶心 !- #%>%

呕吐 !& ),>&

发热 & $]>]

&>-$流行病学分析
&>->!$时间分布

] 月 - 日 % 点开始出现首例病例%发病高峰集
中在 , m%%b!& m%%%共有 &) 名病例%] 月 - 日 !, 点以
后无新病例出现%潜伏期中位数为 !& @, 流行病曲
线提示为短时间内同源点源暴露%见图 !,
&>->&$空间分布和人群分布

所有 &, 例病例均为参加宴席者%且都在 \酒
店食用晚餐%其中男性 !# 人)女性 !! 人%男女比例

图 !$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H163G<!$.O1I</1883GP<F99FFI OF1:F5156=1/<

为 !>-, m!%年龄在 !!b]& 岁之间, 参加喜宴后发病
!+ 人%参加周岁宴后发病 + 人%总罹患率为 ->]g
"&,?]!%#,
&>)$餐饮史

参加喜宴的病例中有 !# 人只参加了 \酒店的
晚宴%没有参加朱某家中举办的午宴%参加周岁宴
的所有病例仅在 \酒店参加晚宴%无其他共同聚餐
史, 经分析%确定可疑餐次为 \酒店晚宴,

根据 \酒店提供的菜单发现%喜宴和周岁宴有 +
个冷菜和 !-个热菜相同, 由于酒店未按规定对就餐
食品进行留样%调查人员无法采集到可疑食品, 经分
析%病例与未发病者的就餐食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q%>%##%从流行病学角度不能确定污染的食品,
&>#$实验室检测

现场采集的 &, 份病例肛拭子中 !% 份检出副溶
血性弧菌%!, 份厨师肛拭子中 - 份检出副溶血性弧
菌%血清型均为 Y- md,, 运用 SH\.技术进行分子
分型%!- 株副溶血性弧菌经过 @)3%酶切%SH\.电
泳后获得同一种 SH\.条带%见图 &,

-$讨论
此次事件中%所有病例均来自 &%!] 年 ] 月 & 日

晚上的喜宴或者周岁宴%时间和地点一致%考虑两
场宴席的相似性%合并进行调查处置, 依据 -食品
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 &%!& 年版# * )+

和 ^J?N+!!!"",-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诊断标
准及处理原则. * #+ %综合流行病学)食品卫生学和
SH\.技术%判断这是一起因共同进食 ] 月 & 日晚
餐引起的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事件,

副溶血性弧菌是一种嗜盐性弧菌%主要存在于
鱼)虾)蟹)贝等水产品中%在常温下能大量繁殖%被该
菌污染的食品即便经过加热处理%也有可能导致食用
者中毒, 有报道*,*]+ %在我国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中%
由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例最多,

本次事件中的 &, 名病例临床症状相似%潜伏
期较短, 经流行病学调查%两场宴席菜品重叠较
多%宴席的地点和时间一致%潜伏期的中位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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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株副溶血性弧菌 SH\.电泳图谱
H163G<&$SH\.<2<8=GFO@FG<=180=20:F9!- F,?$,)8%$%2%&5)963,+#(

!& @%为短时间内同源点源暴露, 未参加宴席或参
加宴席少吃宴席菜品的人不发病%未发现人与人
之间的传染%排除传染病暴发的可能%确定为一起
食物中毒事件, 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检出的
!- 株副溶血性弧菌的血清型均为 Y- md,%是国际
上副溶血性弧菌流行的优势血清型 * ++ , 采用
SH\.技术%对 !- 株副溶血性弧菌进行分子分型%
得到同一种指纹图谱,

由于事发酒店没有按规定对就餐食品进行留
样且第一现场没有完整保存%索取可疑食品难度较
大%在时间上严重滞后, 同时%病例对食物的回忆
偏倚较大%无症状者对调查的依从性差%分析流行
病学调查难以深入开展%无法采集到导致食物中毒
的污染食品%在食物中毒传播路径的食品环节未能
分离出副溶血性弧菌%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SH\.技术在本次事件处理中弥补了流行病学溯源
的不足%根据 N.EYp.’等*"+ 的同源性判断标准%
SH\.电泳条带的数量和位置完全相同则为同一型
别菌株, 试验结果表明%!- 株副溶血性弧菌来源于
同一亲代%从分子分型水平上证明这两场宴席的就餐
者发病与厨师携带的副溶血性弧菌密切相关%不排除
厨师污染食品的可能, 两场宴席的部分就餐者食用
了被副溶血性弧菌污染的某个菜肴%导致集体发病,

夏秋季节气温较高%适宜致病菌的繁殖%是各
类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高发时间 * !%*!!+ , 食品在制作)
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容易受到致病菌的污染%虽然被
污染的食品感官性状暂时良好%尚未腐败变质%但
食品的卫生质量和食用的安全性已经下降%所以不
能单纯以食品感官性状的好坏来判断食品是否能
安全食用 * !&+ ,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督促餐饮企业
建立环境卫生管理制度%落实餐饮从业者的健康管
理制度%加强对餐饮企业的监督管理, 餐饮企业应

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对餐饮企业的
厨师)服务员和主要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健康教育
宣教%防止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 ! +$毛雪丹% 胡俊峰% 刘秀梅% 等;&%%-!&%%] 年中国 ! %,% 起细

菌性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C+;&%!%%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感染性腹泻诊断标准$^J &]!!

&%%]* J+;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年浙江省食源性疾病检测工

作手册*‘+;&%!,;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

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年版# .的通知$卫办监督

发;&%!&<]) 号*‘+;&%!&*%,*%];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

处理原则$^J?N+!!!"",* J+;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王世杰% 杨杰% 谌志强%等;!"")!&%%- 年我国 ],, 起细菌性

食物中毒分析*C+;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 ]"-# $!+%*!+);

* ] +$马晓晨% 滕仁明%赵耀%等;&%!%!&%!& 年北京市食物中毒事

件流行病学分析 *C+;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 &, " -# $

&"&*&"#;

* + +$徐苗苗% 刘静雯;副溶血性弧菌F,?$,)8%$%2%&5)963,+#(Y-md,

大流行克隆的溯源 *C+;微生物学通报% &%!)% )! " !%# $

&!!&*&!&!;

* " +$N.EYp.’ H D% (’M.XN ’ Z% \Y.’XE\ ’ p% <=02;

X5=<GOG<=1568@GF/F:F/02ZE(G<:=G18=1F5 O0==<G5:OGFI38<I QK

O32:<I*91<2I 6<2<2<8=GFO@FG<:1:$ 8G1=<G109FGQ08=<G102:=G015 =KO156

*C+;CF3G502F9D2151802R18GFQ1F2F6K% !""#% --""# $&&--;

*!%+$徐云龙% 孙亚萍% 孟祥杰%等;一起幼儿园猩红热疫情的实验

室检测 分 析 * C+;中 国 卫 生 检 验 杂 志% &%!)% &) " !] # $

&#%&*&#%);

*!!+$帅慧群% 罗芸% 商晓春%等;脉冲场凝胶电泳技术对一起副溶

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的分型研究*C+;中国卫生检验杂

志% &%%"% !""!%# $&-"]*&-"";

*!&+$周韦;一起由副溶血性弧菌引起食物中毒的调查分析*C+;现

代医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