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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食源性疾病暴发疫情的原因!研讨致病危险因素!为食源性疾病防控提供依据" 方法(用现

场流行病学调查方法!运用病例对照研究对暴露的可疑餐次进行分析!开展现场卫生学调查!并采集样品和标本进

行实验室检测" 结果(本次调查共发现 )%+ 名病例!罹患率为 4A’*c #)%+0) 4L,%!临床表现以腹泻 #,,A2c!

)%%0)%+%$腹痛#4)A2c!)&L0)%+%$恶心#)+ALc!&+0)%+%$呕吐#’A4c!+0)%+%为主" 病例对照研究显示!)* 月 &2

日食堂晚餐是危险餐次 #MLh2,A,)! ,%c-Fh)&A,’ m),&A+’%!不同的班级罹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A%+! !@*A*)%!采集的 )*L 份样品和标本中!患者肛拭子$送餐车及送餐箱桶和留样食品中的千张结烧肉检出

阪崎肠杆菌" 结论(本次疫情是一起疑似由阪崎肠杆菌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中毒原因可能为食用 )* 月 &2 日

晚餐中千张结烧肉引起!建议加强餐饮行业监管!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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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同仁医院报告接
诊数名江宁区 E中学学生患者"主要为腹痛*腹泻
等症状"疑似有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可能&)* 时 &* 分

接江宁区教育局通报"称 E中学有多名学生出现腹
泻症状) 江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立即向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报告"通报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并
组织卫生应急人员前往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卫
生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

)(对象与方法
)A)(病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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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 年版$. ’)(将病例定义为%&*)+ 年 )* 月 &2 日
至 )* 月 &% 日"江宁区E中学的教职工和学生中"出
现腹泻 #"’ 次0&2 3"且伴有性状改变$*腹痛*恶
心*呕吐症状之一者)
)A&(方法
)A&A)(病例搜索和描述性分析

根据病例定义"通过查找同仁医院就诊登记"
询问江宁医院*江宁区中医院*百家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医疗机构进行病例搜索"同时编制一览表
由全校班主任老师对学生进行排查) 采用描述性
流行病学方法对搜索到的病例进行三间分布的
描述)
)A&A&(危险因素分析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对可能的暴露因素进行危
险因素分析) 病例组按整群抽样选取高一至高三
年级部分班级发病学生"同时选择同班级及相邻班
级年龄*性别及住宿情况相同且无症状的学生为对
照组) 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共调查 ’+% 人 #病例
组 L* 人"对照组 &,% 人$)
)A&A’(现场卫生学调查

对餐饮公司的供餐*送餐*制作过程及学校的
饮用水情况开展现场卫生学调查)
)A&A2(实验室检测

采集学生病例*食堂及餐饮工作人员的肛拭子
标本"留样食品*餐饮公司后场环境*送餐车*送餐
箱以及学校饮用水样品"运用致病菌分离培养和聚
合酶链式反应#758$技术进行检测"对检出的病原
菌进行脉冲场凝胶电泳#7TZN$分子分型)
)A’(统计学分析

采用 N[B:/&*)* 建立数据库"!7!! ),A*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百分比表示"病例对照
组间采用 #& 检验"以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A)(基本情况

该校有 ’ 个年级 ’, 个班级共 ) +%+ 人"其中高
一 )2 个班 +&2 人"高二 )’ 个班 2,, 人"高三 )& 个
班 %’’ 人"学生中住校 ) 2&& 人"走读 &’2 人"学校
教职工 &&’ 人) 共发现学生病例 )%+ 人"教职工未
发病"无重症病例) 因校内食堂进行改造升级"
)* 月&% 日前"学生早餐为学校在校内食堂制作"中
餐*晚餐均由南京某餐饮公司供餐"供餐公司烹制
后分餐装盒配送至学校食堂分发"平时每天中餐和
晚餐供餐各约 ) )** 份)

&A&(临床症状
经调查"病例主要表现为腹泻*腹痛"部分患者

有恶心*少数出现呕吐等症状"患者临床症状普遍
较轻"病程 ) m& S"经抗炎补液等对症治疗后逐渐好
转痊愈"未出现住院和重症病例"见表 ))

表 )()%+ 名病例症状分布
_O?/:)(!C-]<.-SH;<=H?R<H.> .K)%+ BO;:;

症状 病例人数 占比0c

腹泻 )%% ,,A2

腹痛 )&L 4)A2

恶心 &+ )+AL

呕吐 + ’A4

&A’(流行病学调查
&A’A)(时间分布

)* 月 &2 日晚 &* 时出现第一例病例后"病例逐
渐增多"至 )* 月 &2 日 && 时左右出现一个小高峰"
)* 月 &% 日 % 时左右出现最高峰"此后病例逐渐下
降) )* 月 &% 日 )) 时以后无新发病例"发病中位数
为 )* 月 &% 日 % 时"首末病例发病间隔 )2 3 #见
图 )$)

图 )()%+ 名病例发病时间流行曲线图
THPR=:)(N]HS:-HBBR=̂:.KK..S ].H;.>H>P<H-:H> )%+ BO;:;

&A’A&(人群分布
)%+ 名病例中"男生与女生*住校生与走读生罹

患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G*A*%$"不同年级的
学生罹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见表 &)

表 &(不同类别患病情况分布

_O?/:&(7=:̂O/:>B:SH;<=H?R<H.> .KSHKK:=:><BO<:P.=H:;

H> )%+ BO;:;
类别 总人数 患病人数 罹患率0c #& !

性别

住校

年级

男 ,*, ,4 )*A4

女 L2L %4 LA4

是 ) 2&& )&4 ,A*

否 &’2 &4 )&A*

高一 +&2 )&* ),A&

高二 2,, &% %A*

高三 %’’ )) &A)

’A%, *A*%4

&A*L *A)%

))%A%+ *A*** )

&A’A’(空间分布
校内共 & 幢宿舍楼"男女各一幢"住宿楼各层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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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发病"未发现明显的宿舍聚集性)
&A2(病例对照研究
&A2A)(暴露餐次分析

分析病例组与对照组中学生 &2 日三餐在食堂
就餐的暴露情况"结果显示"&2 日中餐*晚餐为发病
的可疑暴露餐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见
表 ’)

表 ’(暴发事件中可疑餐次分析结果
_O?/:’(E>O/C;H;.K;R;]:B<:S -:O/<H-:;H>

K..S ].H;.>H>P

暴露餐次
是否
食用

病例组
# ’ hL*$

对照组
# ’ h&,%$

! ML ,%c-F

&2 日早餐

&2 日中餐

&2 日晚餐

是 ’) )’*

否 ’, )+%

是 %) )%*

否 ), )2%

是 +L %+

否 ’ &’,

*A,L2 )A*) *A+* m)AL)

*A**) &A+* )A2+ m2A+)

*A*** ) ,%A’& &4A,& m’)2A)%

注%ML为比值比&,%c-F为 ,%c置信区间

&A2A&(可疑餐次分层分析
对 &2 日中餐和晚餐采用分层分析发现"&2 日

晚餐为暴露危险餐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A*)$"见表 2)

表 2()* 月 &2 日中餐和晚餐分层分析结果
_O?/:2(8:;R/<;.K;<=O<HKH:S O>O/C;H;.K/R>B3 O>S SH>>:=

H> YB<.?:=&2<3

中餐 晚餐
病例组
人数

对照组
人数

! ML ,%c-F

e e ’ )’) 8:K 8:K 8:K
w e * )*4 ! ! !
e w )+ )2 *A*** ) 2,A,) )&A,’ m),&A+’
w w %) 2& *A*** ) %’A*& )%AL’ m)L4AL’

注%8:K表示对照组& w表示食用该餐次& e表示未食用该餐次&!表
示无效数据

&A%(现场卫生学调查
&A%A)(餐饮公司相关调查

南京市某餐饮公司目前主做学生餐配送业务"
公司持有有效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
员健康证明 ))% 份"公司 &2 日中餐为南京市 &* 余
家中小学送餐"&2 日晚餐仅为江宁区内 & 所学校送
(((

餐"为 E高中和 F高中) 经调查"F高中未发现可
疑病例) E高中 &2 日的中*晚餐分别为 ,***
%%* 份"中餐食谱为红烧仔鸡*鱼香肉丝*蒜香冬瓜
虾皮*青菜油果*西红柿蛋汤*米饭&晚餐食谱为千
张结烧肉*芹菜肉丝*蒸鸡蛋*笋瓜胡萝卜片*紫菜
蛋汤*米饭) F高中 &2 日中餐食谱与 E高中相同"
但晚餐食谱与 E高中有所不同"F高中 &2 日晚餐食
谱为土豆烧肉*芹菜干子肉丝*西红柿炒蛋*笋瓜胡
萝卜片*紫菜蛋汤) 据晚餐厨师称"&2 日晚餐 & 所
学校菜谱不同"菜品均为单独烹制#固定用锅$"不
相互混杂) 其本人主要烧制千张结烧肉"烧制过程
为%&2 日 )2 时左右将切好的肉及千张结从库房取
出"焯水后先将肉烧制"烧好后将千张结加入"过
&* -H>后起锅"将菜品装盆推入分餐间进行分餐)
蒸鸡蛋为先在不锈钢桶中搅匀"调味后倒进托盘放
入蒸箱"蒸汽蒸 2* -H> 后推入分餐间进行分餐) 芹
菜干子肉丝*笋瓜炒胡萝卜等也均在领班厨师的确
认下进行"一般在分餐前 )% -H> 烧制"然后进行
分餐)
&A%A&(学校饮用水情况调查

学生饮水分为 & 种"饮用净水和开水炉"其中宿
舍为开水炉"教学区为直饮水) 饮水器均由销售公
司定期维护"直饮水机每月保养"每学期开学前进
行一次全面大清洗)
&A+(实验室检测
&A+A)(病原菌检出情况

)* 月 &% 日"共采集病例样品和标本 )*L 份"其
中患者肛拭子 &L 份"送餐及学校厨工肛拭子 , 份"
餐饮公司厨工肛拭子 )) 份"留样食品样品 ’% 份"餐
饮公司加工环境样品 )* 份"送餐车及送餐箱桶样品
)% 份) 运用致病菌分离培养和 758检测技术"从
’) 份样品0标本中检出阪崎肠杆菌核酸阳性"并在
其中 + 份样品0标本中分离培养出阪崎肠杆菌"未检
出其他致病菌及致病肠道病毒#见表 %$) 此外从学
校采集 2 份饮用水样品"经检测菌落总数*总大肠菌
群等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未检出霉菌)

表 %()*L 份样品和标本实验室检测结果
_O?/:%(1O?.=O<.=C=:;R/<;.K)*L ;O-]/:;

分类
阪崎肠杆菌核酸 阪崎肠杆菌

检测份数 阳性份数 阳性率0c 检测份数 阳性份数 阳性率0c

患者肛拭子 &L &* L2A*L &* ’ )%A**

送餐及学校厨工肛拭子 , ’ ’’A’’ ’ * *A**

餐饮公司厨工肛拭子 )) * *A** * * *A**

留样食品 ’% 2 ))A2’ 2 ) &%A**

餐饮公司加工环境 )* * *A** * * *A**

送餐车及送餐箱桶 )% 2 &+A+L 2 & %*A**

合计 )*L ’) &4A,L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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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7TZN分型结果
从患者肛拭子*留样食品的千张结烧肉*送饭箱

内壁*送饭箱盖中分离的 % 株阪崎肠杆菌进行脉冲场

凝胶电泳"对电泳图谱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 ) 名
患者肛拭子和留样食品中千张结烧肉样品中的 & 株
阪崎肠杆菌具有相同的 7TZN带型#见图 &$)

图 &(% 株阪崎肠杆菌分离株 7TZN分析结果
THPR=:&(7R/;:S KH:/S P:/:/:B<=.]3.=:;H;O>O/C;H;=:;R/<;H> % ;<=OH>;.KE’*#254)$*#28)C)D)C&&

’(讨论
结合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患者临床表现*现场

卫生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依据 -食品安全事
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年版$. ’)( "判定本
次事件为疑似阪崎肠杆菌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中毒餐次为 &*)+ 年 )* 月 &2 日晚餐"未食用者不发
病"停止食用后无新发病例) 在中毒食物认定上"
因所有患者进食食物基本一样"无法对可疑食物进
行分析"但在留样食品千张结烧肉中检测出阪崎肠
杆菌"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判定千张结烧肉为本次
事件的危险食物&由于学生集中使用餐饮公司盒
饭"导致食源性疾病暴露人群较多&高一学生 &2 日
晚餐在食堂就餐比例高于高二*高三学生"结果显
示其罹患率明显高于高二*高三年级"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A*%$&在所供盒饭的留样食品和患者
肛拭子中均检出了阪崎肠杆菌)

阪崎肠杆菌作为一种食源性条件致病菌"主要
通过人体消化道而引发感染"其易感人群主要为新
生儿*婴幼儿*老年人等免疫功能低下者 ’&( "国内报
道 ’’#%(的一些阪崎肠杆菌感染的病例也多以此为
主) 不同人群感染阪崎肠杆菌的症状也不同"本次
事件针对中学生人群感染疑似阪崎肠杆菌引起的
食源性疾病进行研究报道"其临床症状主要以腹
泻*腹痛等消化道症状为主"研究 ’’(表明"在检出的
阪崎肠杆菌阳性病例中"除婴幼儿表现为脑膜炎*
败血症等症状外"其他年龄段的阳性病例均表现为
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此外"陈克江等 ’%( *T1Y8N!

等 ’+(报道的感染阪崎肠杆菌病例中"均表现为腹泻
等消化道症状) 虽然本研究在患者肛拭子和可疑
食物中检出了同源性阪崎肠杆菌"但由于检出量
少"有限证据不足以完全证明由阪崎肠杆菌引起"

但这也提醒阪崎肠杆菌除对常见易感人群产生主
要危害外"对中学生人群的不良影响也不容忽视)

崔志刚等 ’’(的研究也表明阪崎肠杆菌对任何年龄
段的人群均可引起发病"可见"阪崎肠杆菌作为一
种新的安全隐患"应引起各年龄段人群的重视)

阪崎肠杆菌在环境中广泛存在"在蔬菜类*豆
制品和熟食制品 ’L(以及工厂环境 ’4(中均有检出"此
外国内也有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检出阪崎肠杆菌的
报道 ’,( "现有文献报道 ’+(阪崎肠杆菌引起的暴发多
与婴幼儿配方奶粉有关"由熟食制品引起的食源性
疾病却鲜有报道) 监管部门的监测重点也是婴幼
儿配方奶粉) 本次事件在熟食制品中检出阪崎肠
杆菌"陆幸儿等 ’)*(也报道了在熟食制品中检出阪崎
肠杆菌) 可见除婴幼儿配方奶粉外"其他熟食制品
等受阪崎肠杆菌污染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
引起相应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加大对该菌的监测
力度) 此外本研究也在送餐车和送餐箱桶中检出
了阪崎肠杆菌"MY11Y$等 ’))(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
阪崎肠杆菌广泛分布在食品和环境中"导致交叉污
染 ’)&( "证明阪崎肠杆菌在环境中普遍存在"提示应
加大阪崎肠杆菌风险评估监测) 根据阪崎肠杆菌
耐酸不耐碱 ’)’(的特性"建议餐饮公司采用碱性清洗
液消毒和清洗餐具并加强送餐各环节的消毒工作"
且尽可能切断其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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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监测专栏
&L4 起原因不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分析

王三桃!张晓红!李雪原!王尚敏!史一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西 太原(*’**)&#

摘(要!目的(分析导致 &L4 起原因不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致病物质$污染原因$污染食品不明的原因!提出

建议!为提高查明率提供参考" 方法(收集 &*)*.&*)+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报告系统中报告的原因不

明事件!采用 N[B:/&*)’ 软件进行数据导出$整理与分析" 结果(&*)*.&*)+ 年山西省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

件 2’+ 起!其中原因不明 &L4 起!占 +’AL+c&发病人数均小于 )** 人!均属于一般食品安全事故&第三季度报告数

最多!占 2*A+%c#))’0&L4%&消化系统症状体征居多!有腹痛的占 L2AL+c#) ’*’0) L2’%&发生场所排在第一位的

为餐饮服务单位!占 2,A+2c#)’40&L4%&仅有 ’*A%)c#4’0&L&%的事件采集到样品!餐饮服务单位发生的事件中!

食品$环境$患者$从业人员样品均采集到的事件仅占 &A,*c #20)’4%&)’L 起多次共同进餐的事件!仅 )4A&%c

#&%0)’L%调查了患者多餐次进餐情况!)+AL,c#&’0)’L%调查了共同进餐未发病人员情况!) 起事件进行了分析性

研究&)’4 起发生在餐饮服务单位的事件中!仅 %2A’%c#L%0)’4%开展了食品卫生学调查!且内容不全面" 结论(

导致致病因子不明$可疑食品不明$污染原因和污染环节不明的因素包括事故调查机制不顺!诊断标准过时!不具

备检验资质或检验设备和能力不足!样品采集数量$范围$质量不够!流行病学调查能力不足以及行政干预和社会

因素的影响等"

关键词!食源性疾病& 暴发& 原因不明&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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