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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某海岛寺庙一起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调查

夏追平#!王虹玲!!应明%!关堂敏%

!#&舟山市卫生监督所"浙江 舟山$%#2-!## !&舟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 舟山$%#2-!## %&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 舟山$%#2-!#$

摘$要!目的$对一起寺庙内发生的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调查分析!为此类食物中毒的防制提供参考" 方法$

对该起食物中毒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卫生学调查%实验室检测!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和统计学处理!找出中毒原

因并提出防制对策" 结果$本次中毒确认病例 !1 名!其中僧人 !’ 名!从业人员和游客 ’ 名!中毒罹患率为 ".2f

#!15"--$&现场调查 3 月 !- 日晚餐制作过程存在交叉污染情况!病例组与对照组就餐食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患者#含食堂从业人员$肛拭子标本和工用具样品检出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型均为 U%nS2型!确定该起

食物中毒为一起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中毒可能原因为食堂从业人员带菌且操作不当!污染 3 月 !- 日晚餐而引

起" 结论$本次事件提示寺庙食堂也会发生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相关部门应重视寺庙食物中毒风险!改善食

堂卫生条件!落实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加强监管监测和风险预警!以保障寺庙僧人和游客的食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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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G#6/#3=4/4B4:538>0#.7’C8\ÎCZWYI\U%nS2" M9>79 M<\Z9I7<H\IC88CC[ YC>\C=>=D&@9IYC\\>]VIIRYV<=<Z>C= M<\Z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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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地处海岛"属浙江最东部"副溶血性弧菌食
物中毒一直处于细菌性食物中毒首位(#+!) * 因舟山寺
庙众多"预防寺庙食物中毒发生一直是餐饮安全监管
工作难点* !-#" 年 3 月 !- 日"舟山某海岛寺庙内报
告一起疑似食物中毒事件"经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
生学调查"结合实验室检测结果"确定是一起副溶血

性弧菌食物中毒"中毒可能原因为该寺庙食堂从业人
员带菌操作"污染 3 月 !- 日晚餐而引起*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3 月 !- 日晚餐集体就餐的发病病例和对照人
群* 病例定义%当日在该寺庙食堂用晚餐后 ’1 9 内
出现腹痛’腹泻"且腹泻"% 次5[ 或有腹痛’腹泻症
状"且病原学检查为副溶血性弧菌阳性者为此次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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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毒病例* 选取同餐次非病例暴露人群 !- 人作
为对照人群*
#.!$方法

采用原卫生部制定的0食物中毒事故个案调查
登记表1"对患者和对照就餐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现场卫生学调查和病原学检测"对可能的危险
因素进行病例对照研究"结合病例临床资料综合分
析判断’调查处置*
#.%$统计学分析

用 aY>:=8C%.’.% 建立数据库"录入调查数据"
采用 B)BB ##."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般情况

!-#" 年 3 月 !- 日 !-n%- 至 3 月 !# 日 %n--"舟
山某海岛寺庙内有 !" 名僧人’% 名食堂从业人员和
# 名游客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被
送往当地医院进行输液’抗菌’对症和支持治疗"其
中 #" 人去医院前自行服用了抗生素* 经过医院治
疗"!4 名患者至 !! 日基本康复"自行出院"所有患
者均未出现后遗症状* 在诊治过程中"值班医生向
患者询问发现其有共同就餐史"症状均表现为急性
胃肠炎"遂以疑似食物中毒向当地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报告* 经调查"有 !1 名患者在 3 月 !- 日晚餐有
共同暴露史"且部分患者检出血清型相同的副溶血
性弧菌"潜伏期也符合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特
征"可确定中毒餐次为 3 月 !- 日晚餐* 因该寺庙位
于海岛"晚餐后无船班"故所有晚餐暴露者均在岛
上居住"未接到后续病例报告*
!.!$临床表现

患者主诉为上中腹部阵发性绞痛’黄水样便"

部分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畏寒’发热等症状* !4 例
患 者 中" 腹 泻 !4 例 # #--.-f$" 腹 痛 !1 例
# 42.2f$" 恶 心 #4 例 # 2"."f$" 呕 吐 #% 例
#’’.1f$"发热 #- 例#%’."f$* 首发症状以腹痛为
主#3!.’f"!#5!4$"腹泻 ! c#% 次5[#平均 " 次5[$"

呕吐 # c1 次5[#平均 % 次5[$"!4 例中有 !- 例血常
规检查白血球升高(###.2 c#2.4$ k#-4 5Q)*
!.%$流行病学调查

对 !4 名患者和 !- 名对照就餐人员开展问卷调
查"有 !1 名患者符合病例定义"# 名患病僧人因无
同源就餐暴露史予以排除* 病例和对照就餐人员
调查表格全部有效*
!.’$现场卫生学调查

经调查"该寺庙食堂主要向寺庙的僧人’食堂

从业人员和游客供应素食"早’中’晚三餐均有"3 月
!- 日晚餐该寺庙食堂有约 "-- 人就餐"该寺庙食堂
近几年餐饮服务许可证过期后没有延续"食堂 % 名
从业人员无健康合格证明"其中 # 名从业人员因在
寺庙外食用海产品引起腹泻未向单位报告"至 3 月
!# 日仍在上岗* 现场检查发现和通过询问食堂负
责人’厨师了解到"3 月 !- 日因就餐人员较多"未对
晚餐砧板’刀具’台面进行清洗消毒"盛放米饭和熟
菜的桶#盆$未经消毒直接盛放"盛放半成品蔬菜的
竹筐着地摆放"桶#盆$等容器未消毒便交叉盛放生
菜和熟菜"因受寺庙传统习惯影响和政府部门监管
不到位"寺庙食堂对消毒工作一直比较欠缺"加之
食堂从业人员个人卫生不洁"整个晚餐制作过程交
叉污染现象比较严重* 该寺庙食堂没有食物留样"
无法采集 3 月 !- 日晚餐米饭和熟菜"只能采集个别
剩菜样品"且调查中食堂从业人员不能很好的配合
调查人员的工作*
!."$饮食史

经个案调查"3 月 !- 日 !1 名病例均在该寺庙
食堂进食晚餐"未发现有其他共同进餐史* 经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查实"当日晚餐为素食"菜谱为%凉拌
苦瓜’青椒冬瓜’青菜小蘑菇’青菜豆腐汤’米饭*

食堂提供大桶#盆$米饭和熟菜"就餐者自行取食"
餐具未消毒* 统计分析病例组与对照组就餐食物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检验"!h-.-"$"见表 #*

表 #$各类食物危险度分析

@<]VI#$/>\m <=<VW\>\C8‘<̂>CH\8CC[\

菜名
病例组 对照组

进食人数 未进食人数 进食人数 未进食人数
!值

凉拌苦瓜 #2 #! #" " -.!-

青椒冬瓜 #3 ## ## 4 -.24

青菜小蘑菇 !! 2 #% 3 -.%-

青菜豆腐汤 !’ ’ #’ 2 -.#4

!.2$三间分布情况
本次中毒确定病例 !1 人"其中寺庙僧人 !’ 人’

游客 # 人#女$’食堂从业人员 % 人"中毒罹患率为
".2f#!15"--$&发病者男性为 !3 人 #42.’f$"女
性为 # 人 #%.2f$&年龄在 #1 c"’ 岁"患者就餐场
所’就餐时间相同"无就餐人群分布差异* 发病时
间在 3 月 !- 日 !-n%- 至 3 月 !# 日 %n--"#n-- c
%n-- 为高峰期 # 2’.%f" #15!1 $* 患 者 潜 伏 期
’." c## 9"中位潜伏期 4." 9*
!.3$实验室检测

舟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采集食堂工用具
涂抹样品 #! 份’食品样品 " 份’患者肛拭子标本
#’ 份#其中食堂从业人员肛拭子 % 份$* 3 月 !%
日"检验报告显示%% 名患者#含 # 名腹泻上岗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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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肛拭子标本和 ! 份食堂工用具样品检出
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型相同"均为 U%nS2型"食品未
检出* 对患者和对照者进行血清凝集价检验"患者
凝集价最高 #n!--’最低 #n1-"对照者血清不凝集*

%$讨论
根据 KB5@1#!#4420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

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1 (%) "结合流行病学特征’临床
表现和检测结果"可以判定本次事件为副溶血性弧
菌食物中毒* 副溶血性弧菌在 %- c%3 e’含盐 %f
c’f的食物中生长良好 (’) "调查得知当日气温
%’ e"天气闷热"给副溶血性弧菌大量繁殖提供了
气候条件* 实验室检测致病菌血清型为 U%nS2型"

也是副溶血性弧菌优势血清群 ("+2) "且致病性强于
其他血清型 (3) * 在中毒餐次认定上"根据 3 月 !- 日
晚餐唯一同源暴露史’患者的潜伏期和致病菌血清
型检测可以认定 3 月 !- 日晚餐为中毒餐次* 在中
毒食物判定上"流行病学调查未确证晚餐的中毒食
物"不能判定原因食品"这可能是因为从业人员带
菌操作导致食物交叉污染"原因食物统计特征不明
显所致* 据报道 (1) "我国不明原因食物中毒所占比
例较高"因此"结合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卫生学调查
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可确定本次副溶血性弧菌食物
中毒事件发生的可能原因是该寺庙食堂从业人员
带菌操作"污染 3 月 !- 日晚餐而引起* 本次食物中
毒暴露人群达 "-- 人"留宿海岛"但未接到后续病例
报告"本次中毒罹患率为 ".2f#!15"--$"患者发病
集中"潜伏期比较短"且多为僧人"可能原因一是食
堂从业人员带菌操作导致点状污染"致病菌污染点
多量少"这也符合交叉污染导致食物带菌特点&二
是僧人长期素食"肠道适应性差"对副溶血性弧菌
比普通人群更加易感有关*

副溶血性弧菌广泛存在于海产品与水生动物
中"沿海地区副溶血性弧菌是引起食物中毒的主
要致病菌 (4) * 普通素食中一般不带该种细菌"寺
庙食堂供应食品均为素食"由素食引起的副溶血
性弧菌食物中毒鲜有报道* 长期以来政府监管部
门对寺庙食物中毒关注重点都在蔬菜’大米’食用
油等引起的有机磷农药中毒’饮用水污染等方面"

少有关注寺庙内副溶血性弧菌中毒* 本次事件由
于地点特殊’中毒人群特殊’中毒食物难以判定"

对事件定性有一定困难"在排除海产品引起发病
的前提下"调查人员对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和
食堂交叉污染的风险进行了重点调查"发现了食
堂从业人员带菌上岗的外源性线索"结果证明"正
是因为该食堂管理松懈’制度不严’食堂卫生条件

欠缺’从业人员个人卫生不洁等原因"造成交叉污
染"才导致本次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另外"副溶血
性弧菌对常用抗生素敏感 (#-) "患者出现症状后经
常自行服药"也给相关部门采样检测带来一定
困难*

随着寺庙香火不断旺盛"大量游客在寺庙食堂
进餐"但是寺庙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却并未有明显提
高"食物中毒发生的风险依然很大%一是寺庙属宗
教场所"容易成为监管部门管理盲区&二是寺庙食
堂从业人员少有接受监管部门业务培训"卫生意识
不强&三是游客数量激增"就餐人数增多"但寺庙食
堂硬件等难以满足需要&四是寺庙食堂从业人员不
属僧侣"也不是素食者"有在寺外食用海产品污染
寺内的可能性* 本次事件提示寺庙食堂也会发生
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有报告 (##)显示"浙江省食
源性疾病可疑暴露食品前 % 位依次为蔬菜水果
#!1.-#f$’水产及其制品 ##1.#3f$’肉及肉制品
##!.’!f$"中毒发生季节不单是夏’秋季"冬季也
有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的报道 (#!) * 寺庙食堂虽
然只加工供应素食"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食物
中毒风险"而且寺庙食堂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影响较大"需要引起政府’宗教部门和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应严格贯彻落实0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1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工作制度"指定责任心强’素质
好的人员为寺庙食品安全管理员"加大硬件投入力
度"改善食堂卫生条件* 尽量做到僧人与游客分开
用餐"甚至分灶制作* 落实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制度"实行从业人员定期体检和健康报告"注意个
人卫生"防止交叉污染* 加强监管监测和风险预
警"规范食物留样"以保障寺庙僧人和游客的食用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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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做好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的通知
国卫食品标便函%!-#3&#!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卫生局$食品安全相关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

为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和国务院工作部署!围绕建立+最严谨的标准,!加强标准制定与执行的有效
衔接!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现就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高度重视!明确任务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是食品安全标准工作的重要环节!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食

品安全法)有关规定!会同同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农业行政等部门#以下统称相关部
门$对食品安全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标准跟踪评价相关工作"

二%采取措施!抓好落实
#一$广泛收集食品安全标准实施中的问题和建议"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建立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以下简称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平台!9ZZY’55]J&78\<&=IZ&7=5[]5W68m$!广泛收集意
见" 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其网站主动链接并宣传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平台!及时组织动员食品监管
部门%行业协会#学会$%生产经营者%科研机构%检验机构%教育机构等!通过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平台反馈标
准有关意见建议"

#二$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跟踪评价" 我司确定了 !-#3 年度重点标准专项跟踪
评价目录!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相关部门采取培训会%座谈会%实地调查%网上调查%专家咨
询%专题研究等方式!听取各方对标准的意见建议"

#三$认真组织专家研究!科学评价各方意见与建议"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负责及时汇总分析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情况!适时组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相关专业委员会%有关行业协会和
技术机构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收集的问题%意见予以研究!按照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提出具体建议" 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加强技术指导!适时向省级标准跟踪评价机构反馈意见"

#四$加大标准宣传与交流力度!指导正确理解和使用标准"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要逐步完善重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问答资料!方便食品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学会$%生产经营者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相关规定!推进食品安全标准的执行" 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通过食品安全宣传活动!采取形
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手段!大力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宣传教育和培训交流!推进食品安全标准实施工作"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已纳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对各地的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内容!各地要高度
重视!及时将标准跟踪评价完成情况报送我司" 我司适时将对有关省份的标准跟踪评价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附件’
!-#3 年度重点标准专项跟踪评价目录

序号 标准名称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FT!44!#*!-#%$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FT33#1*!-##$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FT!1-"-*!-##$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FT#%’%!*!-#%$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FT%#2!#*!-#’$
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FT#’11#*!-#%$
3 乳和乳制品相关标准
1 各类检验方法标准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相关链接’9ZZY’55MMM&=98Y7&DC‘&7=5\Y\5\314#5!-#3-"5’3#]%#8#-I1!’<2"<#4<4’[%]44-%%]<&\9ZP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