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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过程中发生食物中毒

事件已多有报道 ,由于疾病的潜伏性和就餐场所的

不固定性 ,给食物中毒的认定和处理带来困难。

2003 年 8 月 18 日 ,下榻在绍兴市A 酒店的某旅游团

28 名游客中 19 名发病 ,罹患率 67186 %。根据流行

病学调查、临床症状、潜伏期和实验室检验结果 ,认

为是一起由副溶血性弧菌污染食物引起的急性细菌

性食物中毒 ,但由于该批游客发病当天在两地的酒

店就餐 ,故不易认定食物中毒的餐次和中毒食物。

现将整个调查处理结果分析如下。

1 　流行病学调查

111 　现场卫生学调查 　2003 年 8 月 18 日 ,下榻在

绍兴市 A 酒店的一批游客发生了腹痛腹泻症状 ,接

报告后 ,卫生监督员即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对剩余

食物进行控制 ,查验 17 日晚餐 29 名当班厨师和服

务人员均持有效健康证 ,近来身体健康 ,无手指及其

它皮肤破损、腹痛腹泻症状 ,对 A 酒店 17 日晚餐菜

谱加工过程进行调查 ,洗、切、蒸、炒均按规范操作 ,

不存在可疑污染物。通过电话和信函和 B 地卫生

监督所联系。对 B 酒店的调查结果 :B 酒店持卫生

许可证 ,卫生状况一般 ,8 月 15～17 日 ,未发现有腹

痛腹泻病人以及相应投诉 ,17 日中餐剩余食物已无

法追踪。

112 　发病经过 　该团 28 名游客于 8 月 16 日下榻

在绍兴市 A 酒店 ,17 日早上在该酒店用餐后赴 B 地

旅游 ,中午在 B 酒店就餐 ,下午 7∶00 返回绍兴市 ,在

市区 A 酒店用晚餐 ,晚餐后没有外出活动。当晚

11∶30 ,有游客开始腹痛腹泻 ,18 日凌晨 3∶00 后发病

数逐渐增多 ,至 18 日上午 10∶00 ,累计发病 19 名 ,其

中男性 11 人 ,女性 8 人 ,年龄最小 16 岁 ,最大 62

岁。

113 　中毒食物调查 　该团 17 日在 B 酒店的中餐菜

谱是 :目鱼、芹菜、小黄鱼、泥螺、干菜烧肉、蛤蜊蒸

蛋、凉拌海蜇 ,17 日 A 酒店就餐的晚餐菜谱 :糖醋排

骨、蕃茄炒蛋、牛肉粉丝煲、木耳菜、雪菜炒淡菜、蛋

蒸蟹、水煮鸭、红烧大肠、毛芋艿、山野菜。对中晚餐

供应的就餐食物每个发病者基本都吃 ,经统计学处

理 ,某一种菜与发病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性意义。

2 　临床表现

211 　发病时间和潜伏期 　首例病人洪某某 ,女 ,58

岁 , 随团旅游 ,8 月 17 日晚 11∶30 开始出现腹痛、腹

泻 ,凌晨 3∶00 上医院急诊 ,进行抗菌、止痛、止泻后

好转。18 日凌晨 2∶00～6∶00 发病数最多 ,共 14 人 ,

占发病总数的 73168 % ,至 18 日上午 10∶00 累计发

病 19 人。从末次餐次计算 ,潜伏期最短 4 h ,最长 15

h ,中位数是 9 h ;从 17 日中餐计算 ,潜伏期最短 9 h ,

最长 1915 h ,中位数是 14 h。

212 　临床症状 　均有程度不同的腹痛腹泻症状 ,伴

恶心呕吐 ,先腹泻后呕吐。腹痛在上腹及脐周呈阵

发性绞痛 ,腹泻喷射状 ,泻黄色水样便 ,呕吐呈喷射

状 ,吐胃内容物。

3 　实验室检查

现场采集病人排泄物 8 份 ,检出副溶血性弧

菌[1 ]
5 份 ;采集 A 酒店 17 日晚餐所剩余的凉菜和熟

菜共 8 份 ,结果未检出致病菌。

4 　分析与讨论

411 　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和潜伏期、

实验室检查结果 ,确定本次食物中毒系一起由副溶

血性弧菌污染食物引起的急性细菌性食物中毒。依

据 :发病急 ,时间高峰在 18 日凌晨 2∶00～6∶00 ,总数

的 73168 % ; 发病者在A、B 两酒店均有共同饮食史 ;

临床症状相同 ,均有腹痛腹泻症状 ,泻黄色水样便 ,

吐黄色水样呕吐物 ;实验室检查 ,8 份病人排泄物中

5 份检出副溶血性弧菌。

412 　由于病人在发病前 14 h 内曾在 A、B 两酒店就

餐 ,因此在食物中毒的认定处理中有 3 点需讨论。

41211 　中毒餐次的认定 　该团 17 日中餐和晚餐分

别在某地 B 酒店和本市 A 酒店两地就餐 ,首例病人

是 17 日晚 11∶30 发病 ,73168 %病人发病时间集中在

18 日零晨 2∶00～6∶00。从 17 日晚餐计算 ,潜伏期

最短 4 h ,最长 15 h ,中位数是 9 h ;从 17 日中餐计算 ,

潜伏期最短 9h ,最长 1915 h ,中位数是 14 h。由于副

溶血性弧菌致病的潜伏期短者 4～6 h ,长者 32 h ,一

般是 11～18 h
[2 ]

,因此 ,从病人发病的潜伏期判断 ,

中、晚餐均有可能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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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2 　中毒食物的确定 　从菜谱看 ,B 酒店的中餐

以海产品为主 ,A 酒店晚餐以肉类蔬菜为主 ,而海水

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带菌率可达 90 %以上[3 ] 。个

案调查中发现有 2 名游客中饭后即自备氟哌酸服

用 ,3 名游客下午有轻度腹胀服药后未发病。并从

调查中核实 :该单位另一个团已于 8 月 15 日到浙江

旅游 ,两个团队的行程安排均相同 ,只是另一个团早

一天 ,但在本市的住宿饮食安排在 C 酒店 ,16 日从

B 地返回 C酒店的当天晚上 10∶00 ,也有 5 人出现相

同的腹痛腹泻症状。从食物分析 ,应以 B 酒店中餐

后发病为主 ,原因可能系海水产品中带菌 ,在加工过

程中未彻底烧熟煮透所致 ,但由于 17 日中餐在某地

B 酒店就餐而无法追踪检验。

41213 　场所物品的监测 　从完善整个事件的调查

分析看 ,在对 A 酒店的调查处理中 ,虽然 17 日晚餐

供应后酒店已对现场进行常规清洗处理 ,但仍应增

加对操作场所的砧板、刀具、碗盘的采样监测 ,对当

班厨师和从业人员的手指和大便检验 ,对活淡菜和

活蟹作副溶血性弧菌检验 ,增加对 B 酒店工用具、

从业人员等的监测。

413 　食物中毒的处理 　制定合理的制度 ,采取相应

的措施 ,将是对两地就餐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处理

的根本之举。一要加大卫生突发事件处理的信息化

建设 ,在全省全市监督系统建立突发事件信息网 ,做

到信息共享 ,资源共享 ,以最快的速度应对突发事件

的处理。二要制定相应的制度 ,《食品卫生法》、《食

品卫生监督程序》和《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是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在管辖范围内行使职责实行食物中

毒调查处理的法律依据 ,没有两地或者多地就餐后

发生食物中毒调查处理的规定。但随着旅游事业的

发展 ,多地就餐后引发食物中毒且又调查不清、责任

不明的现象将会更突出 ,建议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

门制定相应的制度 ,规范本省多地就餐食物中毒调

查处理规定 ,达到彻底查清原因 ,行使依法行政的责

任。三 ,各级管辖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协助发生地

的卫生部门做好现场卫生学调查和取证工作 ,以彻

底查清事故原因。四 ,应根据查清的原因 ,按照多地

就餐食物中毒调查处理规定 ,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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