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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一起食用苦蒲瓜引起的幼儿园幼儿中毒事件的调查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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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查明深圳市某幼儿园一起食物中毒事件的规模#致病来源!采取控制措施!为防止类似中毒事件的

发生提出建议" 方法$按照病例定义开展病例搜索!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事件特征并找出病因线索!应

用病例对照研究分析危险因素!通过采集留样食品#患者呕吐物和肛拭子#环境涂抹拭子进行微生物检测!市场调

查商贩和市民对苦蒲瓜的认知" 结果$本次调查共搜索到病例 &% 名!主要临床症状为呕吐 ")=>*e$%#@&%%#腹泻
#%=!&e$%*@&%%#腹痛 +%=>)e $%’@&%%#头晕 &"=*#e $+@&%%#头痛 %!=&>e $’@&%%" 潜伏期最短 )=* D!最长
#=* D!中位数为 &=* D" 同时调查共同进餐未发病的 !& 名人员作为对照组!病例对照研究表明本次事件的可疑食

物为蒲瓜!病例组与对照组暴露比值比$ZI% :&++=))!>*e可信区间$>*e(1% :%!=%*) f* )))=)))" 采集的&& 份

样品均未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胞杆菌#沙门菌#志贺菌#副溶血性弧菌和变形杆菌" 尝试留样蒲瓜带有明

显苦味" %>=)*e$!@&%%的商贩和 *=##e$’@*&%的市民知道苦蒲瓜会引起食物中毒" 结论$本次食物中毒事件

是由苦蒲瓜引起!建议幼儿园可使用其他蔬菜代替蒲瓜制作菜肴!各类饭店和家庭可先品尝再购买!卫生部门加强

对商贩和市民的健康教育!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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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G\H\X[\CNDM^GKMFKM" bDGHMBFKM/B\LN]\HKNP^[bFKPKM̂ N\FLFH[cMNDM]GK_ CFBN\]K(5DMC\\̂ KFEaHMK" ‘\EGNPK" FLFH

KbFIKFL^ ML‘G]\LEMLNKFEaHMKbM]MB\HHMBNM̂ C\]EGB]\IG\H\XGBFHNMKNGLX(5DMB\XLGNG\L \C‘ML^\]KFL^ B\LKPEM]KN\IGNNM]

Y’"5!’$?’ Q?-5$?’ bFKGL‘MKNGXFNM̂ FNNDMEF]_MN(<’/)&-/$,N\NFH\C&% BFKMKbGND BHGLGBFHK[EaN\EK& ‘\EGNGLX$")=>*e"

%#@&%%" ^GF]]DMF$#%=!&e" %*@&%%" FI^\EGLFHaFGL $+%=>)e" %’@&%%" ^GccGLMKK$&"=*#e" +@&%% FL^ DMF̂FBDM

$%!=&>e" ’@&% % bM]MC\PL^(5DMKD\]NMKN" H\LXMKNFL^ EM̂GFL GLBPIFNG\L aM]G\̂ bFK)=*" #=* " &=* D\P]K"

]MKaMBNG‘MH[(5DM^GMNDGKN\][\C!& B\LN]\HBFKMKbFKGL‘MKNGXFNM̂(0FKM/B\LN]\HKNP^[KD\bM̂ NDFNNDMY’"5!’$?’ Q?-5$?’ bFK

NDMKPKaGBG\PKC\\̂ $ZI:&++=))" (1:%!=%*/* )))=))%(3=’&>#6)-)--@Q’@$5@Q" ,’-?66@Q-5$5@Q" 3’6:)!566’" 3>?"566’"

J?2$?)&’$’>’5:)6#=?-@QFL^ N$)=5@QbM]ML\N̂MNMBNM̂ C]\E&& KFEaHMK(4L F̂^GNG\L" NDM]MEFGLGLXHFXMLF]GFKGBM]GFNFKNM̂

‘M][IGNNM](ULH[%>=)*e $!@&%% \CNDM‘ML^\]KFL^ *=##e $’@*&% \CNDM]MKĜMLNK_LMbNDFNNDMIGNNM]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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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食用苦蒲瓜引起的幼儿园幼儿中毒事件的调查与处理!!!周志峰"等 !*>%$$ !

$$&)%’ 年 % 月 " 日"深圳市某幼儿园$以下称 ,
幼儿园%报告发生一起 &) 余名幼儿以呕吐*腹泻*
腹痛为主要症状的食物中毒事件"经过现场流行病
学和卫生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确认为一起苦蒲瓜
引起的中毒事件"具体情况如下)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幼儿园位于深圳市中心区域"园内环境宽敞
明亮"周边环境尚可) 全园共教职工 ’" 人"食堂工
作人员 + 人#儿童 &>" 人"共计 " 个班)
%=&$方法

样品采集&% 月 " 日采集鲜奶*豆沙包*苹果$早
餐%"米饭*梅菜肉饼*炒蒲瓜*龙骨汤 $午餐%"油*
盐*酱油等共 %) 份"患者呕吐物 & 份"肛拭子 ! 份"
砧板*菜刀*操作台面等涂抹拭子 + 份)

样品检测&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和估算的发病潜
伏期特点"对 && 份样品开展了包括金黄色葡萄球
菌*蜡样芽胞杆菌*沙门菌*志贺菌*副溶血性弧菌
和变形杆菌等微生物检测"均未检出各类致病菌)
试吃留样蒲瓜"带有明显的苦味) 事发时深圳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尚未建立苦味蒲瓜中葫芦素的检
测方法"故未对剩余蒲瓜检测苦葫芦素)

&$结果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与分析
&=%=%$基本情况

自 &)%’ 年 % 月 # 日起"该幼儿园所有人员出现
呕吐*腹泻$!& 次%症状之一"伴@不伴有腹痛*头晕
及头痛症状) 对照组为该园未出现以上症状的儿
童) 根据以上病例和对照的定义要求"经组织协
调"调查者通过现场和电话方式开展调查"询问一
般情况*临床表现@进餐史等情况"报告符合病例定
义共 &% 例"按各班发病比例在同班级选择共同进餐
但未发病的对照 !& 例)
&=%=&$发病*治疗情况

&% 例病例主要症状为呕吐*腹泻*腹痛*头晕和
头痛) %# 人有呕吐症状"占总病例数的 ")=>*e
$%#@&%%"最多达 ! 次"呕吐 % 次者 ! 人"& f’ 次者
+ 人"’ 次以上者 # 人#%* 人有腹泻症状"占总病例
数的 #%=!&e$%*@&%%"腹泻 % 次者 % 人"& f’ 次者
* 人"’ 次以上者 > 人#%’ 人有腹痛症状"占总病例
数的 +%=>)e $ %’@&% %"表现为脐周阵痛等特征#
+ 人有头晕症状"’ 人有头痛症状"分别占总病例数
的 &"=*#e$+@&%%和 %!=&>e$’@&%%未见发热等其
他症状) 事件发生后"幼儿园立即将发病儿童送往

医院进行救治"临床以催吐*洗胃*补液*消炎等对
症治疗后"患者于 % f& ^ 内均痊愈)
&=&$三间分布调查结果
&=&=%$时间分布调查结果

首发病例于 % 月 " 日 %% 时 !) 分发病"病例数
至 %! 时达到高峰"之后逐渐减少"最后 % 例发病
时间为 %> 时"之后无病例发生) 发病高峰距午餐
大约 ’ D"发病时间流行曲线提示为点源暴露模
式"根据 +R2U食源性疾病暴发调查和控制指
南, ’%(推荐的方法"点源模式的食源性疾病暴发"
如病原未知"则首末病例的发病时间间隔约等于
平均潜伏期"从所调查病例的中位发病时间倒退
一个平均潜伏期"即为可疑食物暴露时间"并前后
各保留至少一个餐次) 根据图 % 所示"本起食物
中毒的可疑餐次包括 % 月 # 日的晚餐"% 月 " 的早
餐$" 点 ’) 分% *午餐$%% 点 ’) 分% "因 % 月 # 日晚
餐儿童都在各自家中食用"无共同进餐史"故确定
本次事件可疑餐次为% 月" 日的早餐和午餐"见
图 %)

图 %$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WGXP]M%$5GEM^GKN]GIPNG\L \CC\\̂ a\GK\LGLXBFKMK

&=&=&$人群分布和班级分布调查结果
&% 例病例年龄在 ! f+ 岁之间"男 %! 人"女

# 人)
&% 例病例分布在四大班"其中大大二班 %% 人"

大大一班 + 人"大一班 & 人"大二班 & 人"中班和小
班未发现病例)
&=’$可疑食物病例对照研究

% 月 " 日早餐食谱包括鲜奶*豆沙包*苹果"午
餐食谱包括米饭*梅菜肉饼*炒蒲瓜*龙骨汤) 以
&% 例病例和 !& 名对照对 % 月 " 日早餐和午餐的全
部食谱进行病例对照研究)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炒蒲瓜是危险暴露食物 $ZI:&++=))">*e(1:
%!=%* f* )))=)))%) 经调查"进食蒲瓜的儿童均反
应午餐的蒲瓜味道极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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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危险因素病例暴露水平结果
5FIHM%$0FKM/B\LN]\HKNP^[]MKPHNKC\]]GK_ CFBN\]K

危险因素
暴露数@例 暴露率@e

病例
$! :&%%

对照
$! :!&% 病例 对照

ZI >*e(1

鲜奶 &) !% >*=&’ >#=+& )=!> )=)&> f"=&)+

豆沙包 &) !) >*=&’ >*=&’ %=)) )=%>! f*=%*!

苹果 %# ’> ")=>* >&="+ )=’’ )=)++ f%=+&&

米饭 &% !) %))=)) >*=&’ &=%) )=)>% f!"=+>)

梅菜肉饼 %" ’" "*=#% >)=!" )=+’ )=%&" f’=%&’

炒蒲瓜 &% + %))=)) %!=&> &++=)) %!=%*) f* )))=)))

龙骨汤 %* ’* #%=!’ #>=%> )=*) )=%!! f%=#!)

&=!$蒲瓜的采购和加工过程调查结果
经询问餐厅负责人和查看进货凭证"发现该批

蒲瓜从龙岗区平湖农批海吉星批发档采购"共计
!* 斤"已全部用完) 询问幼儿园老师和厨房工作人
员"均不知苦蒲瓜可引起中毒"故在购买*制作蒲瓜
前均未品尝是否有苦味"实地查看"了解到蒲瓜的
制作流程&自来水清洗$刷去外表污泥等%"去皮和
切片"加入过油肉中翻炒 %* f&) EGL"最后盛放入食
物搬运桶内)
&=*$现场卫生学调查结果

幼儿园食堂卫生许可在有效时间内"有建立留
样制度"本次可疑餐次有正常留样"共有从业人员
+ 人"均持有有效健康证和培训证"从业人员中"近
期未发现有发热*腹泻及化脓性皮肤病等病人"制
定有卫生管理制度"饮水为市政供水途径)
&=+$控制措施及后续调查

针对本起食物中毒"本研究组采取了以下控制
措施&要求幼儿园工作人员继续密切留意未生病儿
童的健康状况"若出现异常应及时就诊"并报告疾
控部门#对幼儿园的管理者*食堂员工进行了常见
食物中毒防治知识及良好操作规范的培训#要求幼
儿园对其食品加工场所采取了相应的消毒和清洗
处理#建议市场监督局加强和落实幼儿园饮食安全
监督和控制#对辖区农批市场的蒲瓜销售商贩和购
买者宣传了购买和食用蒲瓜的注意事项)

选取深圳市大型农贸市场梅林农批市场开展
调查) 调查销售商贩 &% 家"其中 %>=)*e$!@&%%的
商贩知道苦蒲瓜能引起中毒"但都没有告知购买
者"现场调查蒲瓜购买者 *& 人"其中 *=##e$’@*&%
的知道苦蒲瓜能引起中毒"但所有购买者都没有先
品尝再购买的习惯)

’$讨论
经过现场流行病学和卫生学调查*实验室检

测"对照 7Q%!>’"!%>>! +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
术处理总则, ’&( "综合考虑认为&本次事故为一起苦
蒲瓜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中毒餐次为 % 月 " 日午

餐"引起中毒食物为蒲瓜)
蒲瓜又名瓠瓜*瓠子*扁蒲*葫芦和夜开花"属

葫芦科"原产于热带亚洲*印度*北非"* f%) 月是盛
产期"其味甘甜"为常见的夏季蔬菜瓜"是一种很受
人们欢迎的蔬菜 ’’( ) 苦蒲瓜有一股很重的苦味"产
生苦味的物质为苦葫芦素"化学名称为四环三萜葫
芦甙 Q"主要以苷的形式存在于果实及根茎中"这种
毒素受热后不易被破坏分解"食用后就可能导致食
物中毒 ’!( ) 据报道"苦蒲瓜可能由品种间杂交引起
遗传性变化"或是蒲瓜生长过程中瓜藤被破坏形
成"也可能和环境条件有关"如低温或高温干旱而
又不及时灌溉"氮肥供应不足"果实发育不良时形
成 ’*/+( ) 食用苦蒲瓜或是共同烹饪的食品后均可导
致中毒 ’#( "潜伏期从几分钟至数小时 ’!/+""/%)( "中毒者
可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咳血等消化道症状"
可因剧烈呕吐*腹泻而导致水电解质紊乱和代谢性
酸中毒"甚至危及生命"目前尚无特效的治疗药物"
部分症状轻者无需治疗可自愈"症状较重者多采用
催吐*洗胃*补液*消炎等对症治疗 ’!"%%( "多数愈后良
好"亦有病例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导致死亡 ’%&( ) 动
物食用后也可引起中毒甚至死亡 ’%’/%!( )

在我国苦蒲瓜中毒事件多发生在学校 ’%%"%*/%+( *

工地 ’%#/%>( *工厂 ’&)/&%( 等集体单位"也曾发生在寺
院 ’*( *尼姑庵 ’&&( *劳教所 ’+( *老人院 ’!(等一些较为
特殊的集体机构"家庭中毒 ’&’/&!(也有报道) 分析原
因"虽然中毒者都尝到了苦味"但均不了解苦蒲瓜
可致中毒"主要因为饥饿*不想浪费食物或是误认
为该苦味类似于苦瓜而进食"也有学生和托幼儿童
因为-吃饭表现良好.会受到老师表扬而强迫自己
进食"还有部分偏僻地区用苦蒲瓜来治疗便秘"造
成患者大量服用苦蒲瓜汤而致死 ’%&"%#( "另外苦蒲瓜
做成饺子*包子等面食可能会掩盖和减少其苦味"
而导致食用者中毒 ’%""&%"&!( ) 在印度等国新鲜的蒲
瓜汁被用来治疗高脂血症*糖尿病*便秘*泌尿系统
问题*抑郁等疾病 ’!( "与此同时因误饮苦蒲瓜汁而
造成的中毒事件也时有发生 ’>"&*/&#( )

本案中患者临床症状以呕吐*腹泻和腹痛为
主"潜伏期 &) EGL f+ D"均与已有报道相一致) 经
调查"该园的分餐程序为大大班/大班/中班/小班"
整个发放过程约 %) f&) EGL"由于大大班和大班的
儿童先分装到食物"并且已经养成良好的进餐习
惯"故大部分儿童都进食了蒲瓜"较为-听话.的儿
童按照老师平常要求"很快进食了较多的蒲瓜"挑
食和嫌苦的儿童未吃或者仅吃了少量就停止了进
食蒲瓜"直到首发儿童并反映很苦出现症状时"才
叫停了所有班级的午餐"此时中班和小班的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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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都正在分装过程中"故发病班级集中在大班"
中班和小班并未出现病例) 本案调查中发现"幼儿
园老师和厨师均不知苦蒲瓜能引起食物中毒"此
外"本餐次使用蒲瓜量较大"工作人员在采购和制
作前也很难做到逐一品尝其苦味"最终导致中毒事
件发生)

根据本案调查情况"结合已有报道和研究"建议&
&人们吃到苦味蒲瓜菜肴时"应立即吐掉"不可强行
食入"若误食苦蒲瓜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者需及
时被送至正规医疗机构救治#’种植户应合理选种*
科学栽培"防止形成苦蒲瓜"经检查发现的须及时销
毁’&"( #(经营者应对销售的蒲瓜进行筛选"发现苦蒲
瓜严禁销售#*幼儿园最好使用其他蔬菜代替蒲瓜制
作菜肴"其他集体食堂*各类饭店及家庭购买蒲瓜时"
须将选购的蒲瓜掰开"用舌尖品尝并吐掉"如有苦味
则不能食用#+卫生及食品相关部门应加强利用电
视*广播*报刊*宣传画等形式加强蒲瓜安全食用知识
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食用者中毒防范意识#,各级
卫生技术机构应当尽快建立检测方法"开展葫芦科蔬
菜苦葫芦素检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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