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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可引起人类疾

病的食源性病原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食源性感染性网

络#9?@.=>UL=T>>RU>"0/b0#/K;M>0:!/;N>"n" 9?@

.T!$与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于 $++, 年

- 月在广东开展沙门菌主动监测并逐步改善和加强

这个监测系统* 监测目的之一"是通过对医院就诊

腹泻患者的病原监测,分子分型及比对"早期发现

聚集性病例"通过对聚集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

确认暴发"并对暴发及时干预和控制
()2$)

* $+)+ 年 -

月 $+ 日上午"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报告

了 1 例沙门菌血清型以及脉冲场凝胶电泳#8T.($

图谱均相同的病例"尽管未收到暴发的报告"流行

病学部门立即启动了流行病学调查"调查证实这是

一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现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F)*广东省沙门菌主动监测流程

在广东省的 G 个市 )^ 家哨点医院开展腹泻病

例沙门菌监测"各医院获得的腹泻病例分离株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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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送至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进行复核

和 8T.(分子分型"相关数据录入数据库"由专业人

员随时对聚集性病例进行时间,空间,人群特征的

分析"发现聚集病例"及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此

甄别可疑暴发
(3)

*

)F$*聚集性病例的发现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 年 - 月 $+ 日上午"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报告了 1 例沙门菌血清型以

及 8T.(图谱均相同的病例"病例均为男性"年龄

$$ s$- 岁"发病时间集中在 - 月 3 a5 日* 调查组

于 - 月 $+ 日启动流行病学调查"对病例应用统一问

卷开展调查"对可疑涉事单位进行现场食品卫生学

调查*

)F3*实验室检测

%

对哨点医院上送的菌株进行脉冲场凝胶电

泳分子分型%参照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非伤寒

沙门菌 8T.(的标准操作方法
(5)

"图谱分析采用

<M>0HV/"MK:软件*

&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对可疑涉

事单位采集相关样本"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 .<5^G-F5!$+)+-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沙门氏菌

检验.进行分离培养*

$*结果

$F)*主动监测系统报告 1 例韦太夫雷登沙门菌感

染病例血清型和 8T.(图谱均一致

$+)+ 年 - 月"某哨点医院实验室自就诊的腹泻

患者粪便标本中分离到 1 株韦太夫雷登沙门菌"

8T.(图谱相似性为 )++d* 与开展监测以来的相

同血清型菌株的 8T.(图谱相比较"发现该 1 株韦

太夫雷登沙门菌的 8T.(图谱为一独特簇"且 1 例

在就诊时间,空间上较为集中"形成聚集性病例"提

示可能是一起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见图 )$*

图 )*韦太夫雷登血清型沙门菌 8T.(分子分型图谱

TMJH"/)*8T.(X">#M=/:>#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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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病例访谈结果

$F$F)*临床特征

1 例病例首发症状中"发热#体温不详$$ 例"全

身酸痛乏力 $ 例"腹泻 ) 例&主要临床症状%腹泻

)++d#1%1$"腹痛 )++d#1%1$"发热 )++d#1%1$"

酸痛乏力 )++d#1%1$"头晕 )++d#1%1$"头疼 G+d

#5%1$"恶心 ,+d#3%1$"腹胀 5+d#$%1$* 腹泻呈

稀水样便" 1 s)+ 次%R&腹痛为脐周隐痛"所有病例

均无呕吐*

$F$F$*三间分布

病例均为男性"最小 $$ 岁"最大 $- 岁"中位数

$3 岁* 最早发病时间为 - 月 3 日 )5%++ a)1%++"最

迟发病时间为 - 月 5 日 ++%++ a+)%++"病例发病高

峰集中在 - 月 3 日 )G%++ a$5%++"按照一般沙门菌

的平均潜伏期 $5 I"从发病高峰向前推一个平均潜

伏期"可疑暴露时间为 - 月 $ 日晚餐*

$F$F3*食物暴露史

对 1 例病例起病前 ^$ I 就餐史以及家庭和工

作地点的饮水史进行回顾调查"发现 1 例病例为生

意合作伙伴"相互认识* 曾于 - 月 $ 日晚 )-%++ a

$+%++ 在广州市海珠区某特色火锅餐馆聚餐"除此

以外未发现有任何共同暴露史* 聚餐的食物有鸸

鹋肉片 #生制 $"鸸鹋肉丸 #生制 $"鸸鹋内脏 #生

制$"冬瓜,腐竹,鸸鹋骨腩煲 #熟制$"鸸鹋煲仔饭

#熟制$"鸸鹋蛋奶#甜品$* 各病例聚餐时的食物暴

露史见表 )* 据病例描述"由于均是第一次食用鸸

鹋制品"故最初端上火锅的时候"生制食品是在店

员指导下在火锅中彻底煮熟后再食用"后续的生制

食品则由病例自行在火锅上煮熟后食用"受访病例

均表示由于自行蒸煮的时间比服务员为其蒸煮的

时间要长"肯定已经煮熟"故调查组推测生制鸸鹋

食品作为病原菌载体的可能性较小* 1 例病例中有

) 例没有食用鸸鹋蛋奶也发病"提示受污染的食物

可能为一种"也可能为多种的混合* 经过讨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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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月 $ 日晚餐 1 例病例的食物暴露情况

7LU=/)*T>>R /\X>:H"/IM:;>"W>#1 KL:/:L;RM00/">0 $0R C/X

暴露食品 钟某 冯某 潘某 许某 黄某

生制

熟制

鸸鹋肉片 Q Q Q Q Q

鸸鹋肉丸 ! ! ! ! Q#打包回家吃$

鸸鹋内脏 Q Q Q Q Q

冬瓜 Q Q Q Q Q

腐竹 Q Q Q Q Q

鸸鹋骨腩煲 Q Q Q Q Q

鸸鹋煲仔饭 Q Q Q Q Q

鸸鹋蛋奶#甜品$ Q Q ! Q Q

**注%生制为食物以生鲜类食品的形式交由顾客通过火锅自行煮熟后食用&熟制为食物由饭店工作人员在厨房煮熟后交由客人食用&Q为食

物暴露&!为食物未暴露*

查组将可疑食品锁定为鸸鹋骨腩煲,鸸鹋煲仔饭和

鸸鹋蛋奶*

$F3*现场食品卫生学调查结果

涉事单位为农家休闲式餐饮店"坐落于某果园

农场内"该餐饮店厨房生熟加工功能分区不明显"

其中鸸鹋骨腩煲制作过程为0鸸鹋骨肉切块
(

开水

浸泡约 1 VM0 捞起
(

另一锅清水"放入姜片,葱和调

味料"煮开
(

放入鸸鹋骨腩,腐乳,猛火炒约 1 VM0

(

根据顾客点菜需要"将铁锅的鸸鹋骨腩移至瓷煲"

加入萝卜后慢火烧约 $+ VM0 上菜1* 鸸鹋煲仔饭制

作过程为0生米放于瓷煲中加水
(

煤气炉蒸煮
(

米

饭煮开"揭开煲盖"放置生鲜鸸鹋肉片于米饭上方"

盖上煲盖
(

蒸煮 3 s5 VM0 上菜1* 鸸鹋蛋奶的制作

过程没有观察到* 调查组在涉事单位现场共采集

鸸鹋肉片#生$$ 份"鸸鹋骨腩煲#熟$$ 份"鸸鹋内脏

#生$$ 份"鸸鹋肉丸 #生$ ) 份"鸸鹋煲仔饭 #熟$ )

份"鸸鹋蛋奶#甜品$$ 份"鸸鹋肛拭子 $ 份#涉事单

位饲养两只鸸鹋作观赏用$"鸸鹋粪便 ) 份"合计 )3

份样本* 仅从一份鸸鹋生肉片中分离出阿贡纳沙

门菌#&./01"2//. 2"92674. C/">ZL":&J>0L$"未分离到

韦太夫雷登沙门菌*

$F5*结论与依据

根据临床症状,流行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

果"确认这是一起食物中毒事件"病原体是韦太夫

雷登沙门菌"中毒餐次是 - 月 $ 日晚餐"可疑食物是

鸸鹋骨腩煲,鸸鹋煲仔饭和鸸鹋蛋奶* 依据如下%

%

病例的临床特征,分离病原体的实验室血清学分

型和 8T.(分子分型技术证明 1 例病例感染了同源

的韦太夫雷登沙门菌&

&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证实 1

例病例共同暴露史为 - 月 $ 日晚餐&

'

受访病例均

表示自行煮制生制食品的时间比服务员的指导时

间要长"故推测生制食品作为病原菌载体的可能性

较小&

(

现场调查发现涉事单位厨房功能分区不明

显"存在生熟交叉污染的隐患"且鸸鹋煲仔饭的制

作过程存在蒸煮不彻底的隐患"调查组认为导致该

起暴发的可疑食物为鸸鹋煲仔饭,鸸鹋骨腩煲和鸸

鹋蛋奶* 由于没有采集到聚餐的当餐食品"确切的

导致感染的食物无法证实&

)

国外有学者报道曾从

鸸鹋中分离出韦太夫雷登血清型沙门菌
(1)

*

$F1*控制措施

对涉事单位工作人员进行现场食品卫生教育"

要求改进加工烹调流程"确保所有动物性食品烧

熟,煮透&对患者进行感染性腹泻防病知识的卫生

宣传*

3*讨论

我国现有的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方法是0暴发

发生
(

事发单位报告
(

调查单位介入
(

上级单位

接收报告1的被动监测模式"难以确认跨辖区的暴

发事件"更无法做到早期甄别呈散发特征的暴发事

件* 美国在 )--, 年建立的细菌分子分型国家监测

电子网络#简称 8H=:/!/;$"通过开展食源性致病菌

分子分型并构建数据库"比对不同监测实验室来源

#病例,食品$的细菌菌株 D!&图谱以确定病原的

同源性* 8H=:/!/;可以确定散发病例之间的病原

关系"并通过分析这种关系及时甄别跨辖区的大范

围且呈散发特征的暴发或流行事件"以确定暴发事

件的原因食品,传播途径和流行范围并采取控制措

施* 8T.(是 8H=:/!/;中最常用的分子分型技术"

通过该技术"美国成功地甄别出多起沙门菌污染食

物引起的跨州暴发
(,2G)

"使暴发的早期发现和早期

干预成为可能*

在该起事件中"1 例患者有共同的进餐史"但在

不同的时间去同一家医院就诊"医院均采集了患者

的粪便标本进行沙门菌分离"尽管临床医生没有进

行食源性疾病事件的报告"但经过血清学分型和

8T.(分子分型并比较 8T.(图谱"发现其具有相同

的遗传特性"且与既往监测数据库中的图谱进行比

较"发现其为一个独特的簇"高度提示为同一克隆"

经过实验室人员与流行病学人员及时沟通"从而启

动流行学调查* 该事件是广东省内首起通过实验

室主动监测网络发现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实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