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表 2 可知 ,婴儿总 DDT每日摄入量的均值为

8184μgΠkg BW ,P50为 4149μgΠkg BW ,其含量中主要

为 PP′2DDE , P50 为 3175 μgΠkg BW ,占 83152 %。而

PP′2DDT、OP′2DDT 和 PP′2DDD 的 P50 分别为 0138、

0115、0113μgΠkg BW ,含量较小。

213 　婴儿 1983 年和 1998 年每日有机氯化合物摄入

量的对比 　绍兴市区婴儿有机氯化合物的每日摄入

量 ,1983 年首次监测结果 :β- 六六六为 118μgΠkg BW ,

总DDT为 99μgΠkg BW;1998 年β- 六六六和总DDT的

每日摄入量分别为 2144μgΠkg BW和 4149μgΠkg BW ,分

别下降了 97193 %和 95146 %。(见表 3)

表 3 　1983 年和 1998 年绍兴市婴儿有机氯

化合物每日摄入量的比较 (1) μgΠkg BW

项目 1983 年 1998 年 下降率 % P

β- 六六六 118 2124 97193 < 0101

总 DDD 99 4149 95146 < 0101

注 : (1)为中位数计。

3 　讨论

311 　婴儿六六六每日摄入量的评价　这次 69 份人

乳样品检测结果表明 ,婴儿摄入六六六的主要形式

为β - 六六六 , P50 为 2144 μgΠkg BW , 构成比为

98139 % ,而α- 六六六和γ- 六六六所占比例很小。

但世界卫生组织并未制定婴儿自母乳摄入β- 六六

六的 ADI量 ,
[1 ]曾有人建议将β- 六六六的 ADI 定

为 1μgΠkg BW ,即每公斤体重婴儿每日充许摄入β-

六六六为 1μg ,此建议尚未被正式采纳。若以此数

为参考 ,则本次调查中 ,婴儿每日β- 六六六摄入量

的 P50超过标准 115 倍 ,69 份人乳样品中有 57 份超

过该标准 ,占 82116 % ,最高达 20 余倍。

312 　婴儿 DDT每日摄入量的评价 　世界粮农组织

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制定的 ADI 总 DDT 量为 5

μgΠkg BW。在本次调查中 ,婴儿每日总 DDT摄入量

的 P50为 4149μgΠkg BW ,以此标准衡量 ,符合安全允

许量 ; 但就个例来看 , 尚有 35 份样品超标 , 占

50172 % ,最高者超过 12 倍。

313 　婴儿每日有机氯化合物摄入量在 16 年间的变

化状况 　由表 3 可知 ,1983 年和 1998 年的β- 六六

六和总 DDT婴儿每日摄入量下降明显 ,降幅分别为

9713 %和 95164 % ,且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1) 。这

主要归功于 1983 年全国开始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有机氯农药之故。

对绍兴市区 1983 年和 1998 年婴儿每日有机氯

化合物摄入量的对比研究表明 ,自限用和禁用有机

氯农药以来 ,婴儿每日自母乳中摄入有机氯化合物

的含量呈显著下降趋势。16 年来β - 六六六和总

DDT分别下降 97163 %和 95146 %。目前 ,β- 六六六

的每日摄入量超标率为 82161 % ;总 DDT 每日摄入

量的 P50虽符合要求 ,但超标率也有 50172 %。因此 ,

婴儿有机氯化合物的摄入量在这 16 年间虽有明显

下降 ,但情况仍不容乐观 ,呼吁有关部门引起重视 ,

并开展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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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蜡样芽孢杆菌污染学生营养午餐造成食物中毒的调查

覃 　茁 　陈 　琳 　陈宝英 　闫春燕

(朝阳区卫生防疫站 ,北京 　100026)

摘　要 :2000 年 10 月 26 日一学生营养餐生产企业向 17 所中小学供应营养午餐 ,其中 5 所小学同

时发生食物中毒。5 所小学 1 658 名学生进食 ,84 人发病 ,发病率为 115 %。主要症状为腹痛、腹

泻 ,潜伏期 6～22 h ,中位数 17 h。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表现、实验室检验结果分析 ,认为这是一

起由 Ⅱ型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细菌性食物中毒 ,可疑食品为加到 26 日午餐中的 25 日剩下的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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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牛肉和烩豆腐。经对症治疗后 ,全部病人症状缓解 ,预后良好 ,无危重病人和死亡病例。

关键词 :芽孢杆菌 ; 蜡状 ;食物中毒 ;公共卫生

An outbreak of food2borne illness associated with Bacillus cereus contaminated student nutritional lunch

Qi Zhuo ,et al .

(Chaoyang district Health and Anti2epidemic station ,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 On October 26 ,2000 ,a total of 1 658 students and pupils in 17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ate the lunch supplied by a student nutritional lunch industry. 84 of them in 5 primary schools fell ill ,the mor2
bidity rate was 1. 5 %. The incubation period was 6～22 hours ,the median was 17 hours. The main symptoms

were abdominal pain and diarrhea. According to epidemiology survey , clinical manifest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s ,it was a food2borne illness associated with Bacillus cerens contaminated student nutritional lunch. The

foods caused illness were the potato stewed with beef and stewed bean curd left over on Oct . 25 which had been

mixed with the lunch on Oct . 26. After symptomatic treatment ,all patients well recovered without sequelae and

death.

Key Words : Bacillus cereus ; Food Poisoning ; Public Health

　　2000 年 10 月 26 日 ,北京市 5 所中小学校同时

发生了一起因进食学生营养午餐而引起的蜡样芽胞

杆菌型细菌性食物中毒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流行病学调查

111 　基本情况　10 月 26 日我市一家学生营养餐生

产企业供生产学生营养午餐 5 597 份 ,分别送给我

市两个区的 17 所中小学校 ,其中 5 所学校的 1 658

名学生进食后连续发生急性病例。从 26 日 18 时至

27 日 9 时共有 270 名学生疑似发病 ,主要症状为 :腹

痛、腹泻 ,经调查、鉴别诊断后确定 84 人发病 ,罹患

率为 1. 5 %。其他 12 所学校未出现类似病例。当

日午餐食谱为 :猪肉片炒黄瓜、烩豆腐、土豆烧牛肉、

米饭、奶油馒头。

1. 2 　现场调查 　该生产单位是一个经区级卫生行

政部门及北京市教委审批发证的学生营养餐生产企

业 ,其生产加工面积为 3 000 m
2

,生产车间设计合

理 ,工艺流程及卫生设施均符合《学生营养餐生产企

业卫生规范》,60 名生产加工人员均经卫生部门体

检合格取得健康证后上岗。27 日在生产现场调查

发现 ,该单位生产车间内卫生状况较差 ,物品存放杂

乱 ;地面、工作台面不洁、存有食物残渣及污水 ;工用

具、容器、餐盒、餐箱、送餐车等洗刷消毒不彻底。通

过对加工操作人员特别是主厨人员的询问调查 ,了

解到 26 日在加工土豆烧牛肉及烩豆腐的过程中 ,由

于备料不足 ,把 25 日中午剩余的士豆烧牛肉约 715

kg 从冷冻箱内取出直接掺入到新加工的一锅土豆

烧牛肉中加热 15 min ,且未搅匀热透 ,就匆忙出锅装

盒 ,同时在加工烩豆腐时 ,也因备料不足 ,将 25 日剩

余的 2 屉豆腐掺入到新鲜的豆腐中炒制 ,均做为 26

日的营养午餐提供给学生食用。

2 　临床表现

211 　潜伏期　10 月 26 日 18 时出现首发病例 ,27 日

3 时至 9 时达发病高峰 ,调查了有症状的 270 人 ,潜

伏期最短 6 h、最长 22 h、中位数 17 h。

212 　临床症状 　以腹痛、腹泻为主要症状 ,少数病

人伴有恶心 ,但无呕吐。24 h 内腹泻 3 次以上的 79

人 ,其中腹泻 3～4 次的占 8816 % ,仅有 1 人腹泻多

达 10 次。大便为稀软便或粘液水样便 ,腹痛以脐周

为主。所有病人均无发热 ,大部分病人症状较轻 ,能

够坚持上课 ,有 16 人到医院就诊 ,68 人自行服药

(黄连素、氟哌酸等) 经抗炎对症治疗后全部病人症

状缓解 ,愈后良好 ,无危重病人及死亡病例。

3 　原因分析

3. 1 　实验室检验 　在生产现场采取 26 日、27 日学

生营养午餐的留样及冰箱内 26 日剩余的红烧牛肉、

豆腐皮、豆腐等食品 10 件 ,涂抹工用具、容器、操作人

员的手及保温送餐车内壁等 16 件 ,均做卫生学指标

检测。采取患者粪便 5 份 ,并对操作人员 (主要是主、

副食制作人员、分餐人员) 40 人连续 2 d (26 日、27 日)

做肛拭子便培养。检验结果显示 :在 26 日午餐的两

份留样盒饭中均检出Ⅱ型蜡样芽胞杆菌 ,分别计数为

3 ×106 CFU/ g、2 ×105 CFU/ g ,在保温送餐车内壁、熟

食盆、厨师长手拭子及 1 份病人粪便中检出Ⅱ型蜡样

芽胞杆菌 ,未计数。车间冰箱内 26 日剩余的红烧牛

肉中大肠菌群 (230 MPNΠ100 g) 、菌落总数 (5500 C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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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均超标 ;27 日生产的菠菜粉丝中细菌总数 (6100

CFUΠg)超标 ,米饭中大肠菌群 (230 MPN/ 100 g) 超标 ,

并检出马肠链球菌 ;汤桶、豆腐箱、豆皮样品中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均超标 ,并检出致病菌 (粪肠球菌) 。其

余所采样品的检验结果均符合卫生要求 ,所有操作人

员的肛拭子便培养均未检出致病菌。

3. 2 　结论 　从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验等结果分析可以判定本起食物中毒为细菌性食物

中毒 (腹泻型) ,导致中毒的细菌为 Ⅱ型蜡样芽胞杆

菌 ,可疑食物为 26 日生产的学生营养午餐 ,主要是

土豆烧牛肉和烩豆腐 ,本起食物中毒的中毒人数不

易确定 ,因其发生在中小学生中 ,而他们对疾病的认

识力较差 ,自觉症状表述不清 ,在统计中毒人数时易

出现虚报谎报发病情况等现象。因此 ,我们在调查

中以大便次数在 3 次/ 24 h 以上 ,是否服用抗菌药

物 ,是否到医院就诊等三项为诊断依据 ,最后以具有

其中一项者确定中毒人数 ,共计 84 人。

4 　讨论

4. 1 　本起食物中毒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临床表现 ,

实验室检查 ,确定是由于使用了剩余食品 ,以及 26

日营养午餐的制作过程中又存在多处污染环节 ,造

成食用者细菌性食物中毒。从熟食盆、26 日的 2 份

留样盒饭、保温送餐车箱内、厨师长的双手及 1 份

病人粪便中均培养分离出 Ⅱ型蜡样芽胞杆菌 ,这说

明 Ⅱ型蜡样芽胞杆菌污染了生产中的多个环节直至

最终产品 ,引起食用者 Ⅱ型蜡样芽胞杆菌食物中毒。

4. 2 　26 日供生产学生营养午餐 5 597 份 ,供应 17

所学校 ,而中毒仅限于 5 所学校 1 658 人中的 84 人 ,

中毒率为 1. 5 % ,当日生产的食品虽受到不同程度

的污染 ,但污染的细菌数量还未达到致病量 ,未引起

食用者中毒 ,而食用了掺入剩余土豆烧牛肉和豆腐

的人群中出现了中毒患者 ,这可能是中毒人员集中

在 5 所学校的 1 685 人中 ,其它食用者无中毒 ,中毒

率低的主要原因。

4. 3 　学生营养午餐是供应中小学生午餐的一种特

殊形式 ,其特点是集中生产、集中配送、集中用餐 ,如

果生产制造过程中稍有不慎 ,造成食品污染 ,就会引

起食用者大面积的中毒 ,影响较大。中小学生自身

抵抗力较低 ,较易出现中毒症状 ,一旦出现食物中

毒 ,自我感觉不易表述清楚 ,且容易相互受影响 ,虚

报谎报的人数较多 ,中毒人数较难确定。初步调查

的有症状人数不能作为中毒人数 ,需经鉴别诊断后

才能确定。如本起食物中毒初起报告中毒人数为

270 人 ,声势较大 ,但经进一步的调查核实、鉴别 ,最

终确定中毒 84 人。学生营养餐引起的食物中毒特

点是发生集中、人数较多、社会影响大、波及面广。

因此 ,学生营养餐的食用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4. 4 　该学生营养餐生产企业虽是经过审批办证 ,符

合卫生要求取得生产经营权的合法单位 ,但在实际生

产过程中 ,从业人员卫生意识淡薄 ,卫生知识缺乏 ,卫

生习惯差 ,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违章使用剩余食品 ,

容器生熟不分又洗刷消毒不彻底等都是造成本起食

物中毒的主要原因。对此 ,我们行政执法部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对该单位

给予了停业整顿 2 d、罚款 2 万元的行政处罚。本起

食物中毒的调查结果说明 ,在学生营养餐企业建立良

好的生产加工卫生规范 ( GMP)及 HACCP 预防性管理

系统是预防食物中毒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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