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前培训 ,凭证上岗。

412 　加强经常性卫生监督监测工作 ,该项工作应重

点放在饮食行业上 ,加强散装花生油的管理 ,建立食

用油采购、索证、登记制度 ,对于送货上门的散装花

生油应严格把关 ,杜绝无证油的使用 ,同时要加强对

散装花生油盛装容器、储存条件的改进 ,对大宗散装

花生油批发单位要定期采样监测 ,经检验合格方能

投放市场 ,以保证散装花生油的质量。

413 　为提高散装花生油的合格率 ,应通过多种媒体

如电台、广播、报纸、简报等及时公开监测结果 ,通过

社会舆论和群众监督 ,共同促进散装花生油的卫生

质量安全 ,从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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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某村民组“毒鼠强”引起食物中毒的调查分析

何 　青

(铜仁地区卫生防疫站 ,贵州 　铜仁 　554300)

1 　基本情况

贵州省铜仁地区×村民组 ,距最近的镇子 15 km ,

距乡村公路 115 km ,交通不便 ,全组总户 28 户、总人

口 106 人 ,以苗族为主 ,依山脚居住 ,先后断断续续发

生中毒事件 ,中毒病人分别送 3 个县医院诊治 ,均未

诊断出病因 ,当地农民称这种病为怪病 ,也未向上级

卫生部门报告。2001 年 5 月 3 日又发生一起中毒死

亡事件 ,当地一名民办教师向县卫生局反映 ,引起松

桃县卫生局、防疫站的重视 ,先后进入该村调查 ,确定

为疑似食物中毒。于 5 月 8 日由地县卫生局、防疫站

联合组织调查 ,该村民组于 1998 年 8 月 5 日至 2001

年 5 月 3 日 ,先后发生 10 户、18 起中毒事件 ,以户为

单位进食 39 人 ,中毒发病 21 人 ,其中男 10 人、女 11

人 ,住院治疗 10 人、死亡 6 人。所有中毒病人发病症

状相似 ,进食发病率达 53185 %。中毒死亡率达

28157 % ,中毒户数达 35171 %。其中 2001 年 2 月 15

日至 5 月 3 日中毒 8 起 ,共进餐 18 人 ,中毒 10 人 ,死

亡 2 人 ,进食中毒率达 55156 % ,中毒死亡率达 20 %。

同期发生家畜、家禽中毒死亡 ,牛 10 头、猪 40 余头、

鸭 1 000 余只、鸡 60 余只。

2 　中毒发病与转归

211 　中毒人群　中毒的最大年龄 72 岁 ,最小年龄 2

岁 ,不分年龄、性别 ,中毒以生产劳动的青壮年为主。

212 　中毒时间　一年四季均发病 ,主要发生在农忙

季节 ,如抢种、抢收月份。

213 　中毒潜伏期 　一般在饭后 ,最短 3～4 min ,最

长 1 h 发病。

214 　中毒症状　中毒者感觉头昏、头痛、视物模糊、

恶心、呕吐、胸闷、心悸、兴奋。较重者出现意识障

碍、倒地、发生癫痫、全身剧烈抽搐 ,口吐白色泡沫或

血性泡沫液。严重者很快进入昏迷、倒地、全身强烈

抽搐、鼻出血、胃出血、口吐泡沫样血或吐鲜血 ,发病

10～20 min、最长 30 min 至 1 h 内死亡。

215 　治疗与转归 　中毒症状轻者 ,一般在家休养 1

周左右自行转为正常 ,经住院抢救治疗 10 例 ,一般

在 10 日左右基本恢复正常的有 7 例。有 3 例严重

病人中毒症状消失后 ,均出现神经系统后遗症。当

地医院一般采用阿托品、解磷啶、安定对症和抗炎、

补液支持疗法 ,无任何特效药物。

3 　流行病学调查

该村 1998 年以来 ,断断续续发生中毒事件 ,但

没有出现群体中毒情况 ,水源保护较好 ,因此排除水

源污染事故。该村和相邻村、组同期均无任何传染

病发生和流行。经查该村民组村民近年来普遍使用

国家已禁止使用的剧毒化学药品“毒鼠强”鼠药拌

种 ,用手直接拌并在田间、地头施放“毒鼠强”鼠药诱

饵。中毒者事前均接触或施用过“毒鼠强”鼠药。农

户家中的墙上、地上随便乱挂、乱放“毒鼠强”鼠药拌

好的粮种 ,鼠药污染粮食、餐具、用具情况严重 ;田

间、地头施放的鼠药经雨水冲洗 ,污染环境、溪水 ,造

成家畜、家禽中毒、死亡 ;当地农民施放“毒鼠强”鼠

药制作的毒鼠诱饵后和拌种后 ,一般不彻底清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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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除拌种场所就加工食品造成食物、场所污染。

中毒主要发生在居住条件和卫生习惯差的农户 ,居

住条件和卫生习惯好的农户未发生中毒事件。经统

计 ,通过施放“毒鼠强”鼠药制作的毒鼠诱饵和拌种

污染手后再污染食物引起中毒的有 14 起 ,进食 32

人、中毒 14 人、死亡 5 人 ,死者均为制作、施放毒鼠

诱饵和拌种者 ,可能与劳动过程中鼠药经手的皮肤

吸收 ,加之食用“毒鼠强”鼠药污染的食物有关。未

制作和施放毒鼠诱饵、拌种的同餐共食者 ,中毒症状

轻 ,无死亡。通过在家中随便摆放“毒鼠强”鼠药拌

的种籽 ,造成交叉污染和拌种场地所致食物交叉污

染引起中毒的 2 起、进食 5 人、中毒 5 人、死亡 1 人。

家中放有“毒鼠强”鼠药未制作施用而发生中毒 2

起 ,进食 2 人 ,中毒 2 人 ,均为 60～70 岁老人 ,无死

亡。中毒可疑食物均为患者自产的大米和新鲜蔬菜

(包括豇豆、四季豆、南瓜、冬瓜、胡瓜、辣椒、茄子、西

红柿、白菜、青菜等) 。本次为回顾性调查 ,未采到中

毒患者和死亡病例的任何排泄物和可疑被“毒鼠强”

鼠药污染的食物。中毒住院病人症状消失出院后一

段时间均出现不同程度头昏、头痛和智能障碍、不爱

说话、不爱交往的现象 ,1～2 个月逐渐恢复正常。

有 3 例严重病人中毒症状消失后 ,出现表情淡漠、呆

滞 ,其中 1 例出现间歇性神智不清 ,伴有精神分裂症

状。目前还有两例病人因神经系统后遗症仍在住院

观察治疗。

4 　调查结论

411 　根据中毒病人事前均使用和接触过“毒鼠强”

鼠药 ,而田间、地头、家中普遍使用“毒鼠强”鼠药 ,环

境污染严重 ,造成家畜、家禽和人群中毒死亡 ,经流

行病学调查 ,已排除该村民组传染性疾病发生和流

行的可能性。

412 　中毒发病者 ,其症状与本地区其他县因“毒鼠

强”鼠药引起的中毒症状一致 ,主要表现为神经中毒

症状。因此 ,初步认为该村民组人畜中毒系“毒鼠

强”鼠药污染食物、环境所致。

5 　预防措施

511 　调查组与盘石镇政府领导一起制定了防止中

毒事件继续发生的紧急措施 ,明确专人监控和定期

巡视 ,每十天向松桃县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一次疫情。

512 　通过召开村民会进行宣传教育 ,安定民心 ,解

除恐惧心理 ,稳定情绪。对村民宣传正确使用农药

与预防中毒的有关知识 ,加强卫生意识 ,预防传染病

流行和农药、鼠药中毒事件发生。

513 　向农民进行宣传 ,禁止使用“毒鼠强”鼠药 ,推

广使用其他高效低毒鼠药 ,决定由盘石镇政府统一

收缴村民家中的“毒鼠强”鼠药 ,禁止农户食用和出

售不明原因中毒死亡的家畜、家禽 ,对因“毒鼠强”鼠

药中毒死亡的家畜、家禽 ,在远离水源、农户、稻田的

山野进行焚烧或深埋 ,切断中毒原因和中毒途径 ,彻

底防止“毒鼠强”鼠药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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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白酒厂卫生学调查前后

吴 　伟 　李伟彬

(启东市卫生防疫站 ,江苏 　启东 　226200)

　　米白酒是以大米为原料的一种发酵酒 ,它是江

苏的启东、海门一带沿海地区群众喜食的传统地方

酒。历年来米白酒微生物指标的合格率 (简称合格

率)低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食品卫生监督机构 ,通过对

原始资料的分析、现场卫生学调查和改进工艺后的

反馈调查 ,确定了影响米白酒合格率的关键环节 ,提

出了酒厂改进方案 ,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1 　调查对象和内容 　以 1997～1999 年 2 年内无

扩建、改建工程且未添置新设备、设施的米白酒厂作

为调查对象 ,计 75 家。统一调查表 ,其内容涉及酒

厂基本情况、原料卫生、厂房建筑卫生、个人卫生、生

产过程卫生等 5 个方面 ,共 35 个项目 ,其中 25 个可

能与米白酒合格率有关的项目用于统计检验。

112 　方法

调查前对 1997～1998 年米白酒厂监督监测资

料进行分析。

调查时统计各调查对象在 1997～1999 年 10 月

2 年内米白酒合格率 ,合格率 ≥65 %的厂家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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