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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一起农村自办宴席中因进食被鼠伤寒沙门菌污染的食物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进行调

查分析，为今后处置类似事件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和分析性流行病学结合病原学检测，对

2019 年 4 月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一起农村自办宴席由鼠伤寒沙门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共 出 现 病 例 41 例 ，患 病 率 14. 64%（41／280）。 主 要 临 床 表 现 为 腹 痛（95. 12%）、腹 泻（92. 68%）、恶 心

（34. 15%）、头晕（31. 71%）；流行曲线显示点源暴露，经过病例对照和单因素结果分析显示可疑食物为凉拌猪头肉

（OR=3. 85，95%CI：1. 52~9. 75）；3 名患者的大便样本中检出鼠伤寒沙门菌，与患者的临床症状及潜伏期符合。

结论　本次事件是一起因进食受鼠伤寒沙门菌污染的凉拌猪头肉导致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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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a foodborne illness outbreak caused by Salmonella typhimurium  in a rural 
self-hosted banquet in Yaodu District, Linfen City,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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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se a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caused by food contaminated with 
Salmonella typhimurium at a rural home-hosted banquet，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imilar incidents in 
the future. Methods　 Data analysis on the outbreak of foodborne diseases caused by Salmonella typhimurium at a rural 
self-run banquet in Yaodu District， Linfen City， Shanxi Province in April 2019. Results　 A total of 41 cases were 
searched and the incidence rate was 14. 64% （41/280）.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abdominal pain 
（95. 12%）， diarrhea （92. 68%）， nausea （34. 15%） and dizziness （31. 71%）.  The epidemic curve showed point source 
exposure， case-control and single-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cold pork head meat （OR=3. 85，95% CI：1. 52-9. 75） was 
suspected food.  Salmonella typhimurium was detected in the stool sample of the three patients，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incubation period of the patients. Conclusion　This was an outbreak of foodborne illness caused 
by the consumption of pork head meat contaminated with Salmonella typhimu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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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6 日上午，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A
村卫生室负责人发现部分村民反映近日聚餐后出

现发热、腹泻等症状，随即上报镇卫生院，镇卫生院

接到报告后立即上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进

一步查明致病因子、危险因素和感染来源，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立即赶赴现场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1. 1　对象

2019 年 4 月 2~3 日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A 村

张 XX 家丧宴就餐的全体人员和可疑食材。

1. 2　方法

依据《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2012）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用 Excel 2003 软件建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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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数据库，EpiInfo 7. 1 软件对数据进行病例对照分

析 ，采用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计算 OR 值和

95%CI，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1. 2. 1　病例调查

1.2.1.1　病例定义

疑似病例：4 月 2~3 日在张 XX 家就餐后出现

腹泻（≥3 次/24 h）和/或呕吐等症状的病例。

1. 2. 1. 2　病例搜索

按照病例定义，在全村采用入户询问、村微信

群翻看聊天记录、村卫生室及镇卫生院查阅就医信

息等多种方式开展病例搜索。共搜索到病例 41 例。

1.2.1.3　个案调查

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的流行病学调查

人员采用《食源性疾病个案调查表》对搜索到的病

例开展流行病学个案调查。

1.2.1.4　病例对照研究

病例组选择全部病例，对照组选择与病例组同

餐进食且无腹泻、腹痛、恶心、发热、呕吐者，收集丧

宴中食品暴露情况，计算 OR 值及其 95%CI，分析确

定可疑食物。

1. 2. 2　卫生学调查

通过采访事主和理事会工作人员、勘察现场卫

生环境等方式了解食品来源、储存、制作过程及厨

师健康状况，分析感染来源及过程中存在的危险

因素。

1. 2. 3　样本采集和实验室检测

采集环境样本 5 份（猪头肉托盘 1 份、天平托

盘 1 份、切肉刀 1 份、冰箱涂抹样本 1 份，砧板刮取物

1 份）、食物样本 2 份（4 月 6 日加工的猪头肉 2 份）、

生物样本 5 份（腹泻病例的粪便样本或肛拭子标

本）共 12 份样本送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

进行沙门菌、志贺菌和致泻性大肠埃希菌的分离培

养，同时将 5 份粪便标本的平行样送往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进行诺如病毒核酸检测。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A 村位于尧都区西山脚下，全村共有 99 户

419 人。4 月 2~3 日该村张 XX 在家中办丧事，由乡

镇某红白理事会承办酒席。村民自 4 月 3 日至 6 日

出现腹泻、腹痛等症状，大部分村民自述发病初期

感觉全身不适、乏力、发热或发冷等类似感冒症状，

继而出现腹泻等症状。部分村民发病初期曾服用

抗感冒药物。4 月 2~3 日在张 XX 家就餐总人数为

280 人。根据病例定义进行搜索，共搜索到病例

41 例，患病率 14. 64%（41/280）。

2. 2　临床表现

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大便为稀水样或

黄绿色黏液便，有腥味，每日腹泻次数 3~10 次，部

分病例起病急，伴恶心、头晕、头痛、发热等症状，多

数病例未就诊自服氟哌酸痊愈。详见表 1。

2. 3　流行病学调查

2.3.1　时间分布

4 月 3 日 16 时出现首发病例，症状为发热、头

痛、头晕、腹泻等，末例病例于 4 月 6 日 17 时发病

（食用家属从宴席带回的食品），症状为乏力、腹痛、

腹泻等。发病主要集中于 4 月 4 日。详见图 1。
2. 3. 2　人群分布

发病年龄为 3~81 岁，男性 18 例，女性 23 例。

男女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 02，P＝0. 88）。

2. 3. 3　地区分布

病例分布在附近的 3 个村，其中本村发病 38 例，

邻近 B 村发病 2 例，C 村发病 1 例。

2. 4　可疑食物调查

A 村村民在事主家聚餐餐次为 4 餐，分别为 4 月

2 日午餐及晚餐，4 月 3 日早餐及午餐。1 例病例（特

殊病例）未参加宴席，食用家属 4 月 2 日晚餐带回的

猪头肉及 4 月 3 日午餐带回的烤鸭、肘子皮后发病。

2. 5　病例对照研究

病例对照和单因素结果分析显示，凉拌猪头肉

（OR=3. 85，95%CI：1. 52~9. 75）为 可 疑 食 物 。 详

见表 2。
2. 6　卫生学调查

此次丧宴由乡镇理事会包办，由于接到报告时

已距聚餐过去 3 天，理事会已经撤离，现场已清理，

无剩余食品。通过调查，4 月 2 日早上采购食材时

先采买的熟猪头肉，后在集市采买的蔬菜及生猪

肉，由于盛放生猪肉的袋子出现破损，少量流出的

血水渗到了放在下面的熟猪头肉的袋口上，有可能

污染到熟猪头肉。同时在解开塑料袋拿出猪头肉

表 1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A 村自办宴席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临床特征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in A village of Shanxi Province, Linfen City, 

Yaodu district
症状/体征

腹痛

腹泻

恶心

头晕

头痛

发热（体温≥38 ℃）

呕吐

人数（n=41）
39
38
14
13
12
10

4

比例/%
95.12
92.68
34.15
31.71
29.27
24.39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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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通过操作人员的手也会污染到猪头肉。

猪头肉从本镇某小作坊采买，为该小作坊加工的即

食散装猪头肉，采买时用大塑料袋装在一起。4 月

2 日下午买回后原包装在张 XX 家常温存放。

对该加工作坊调查，张 XX 家购买的猪头肉为

4 月 1 日加工，均无剩余。该作坊卫生条件一般，但

4 月 6 日已对盛放食品的托盘、刀具、冰箱等进行过

消毒清洗。现场采集 4 月 6 日加工的猪头肉及环

境 涂 抹 样 品 ，未 检 出 鼠 伤 寒 沙 门 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

2. 7　实验室检测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收到样本后立即

参照国家标准 GB 4789. 4—2016、GB 4789. 5—2012、

GB 4789. 6—2016 对样本展开沙门菌、志贺菌、致泻

大肠埃希菌检测。最终在 3 份粪便标本中检出沙

门菌，分离出的菌株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

分型，结果均为鼠伤寒沙门菌。临汾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对 5 份粪便标本进行了诺如病毒的病原学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3　讨论

根据病例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调查、病原学检

测结果，结合现场卫生学调查资料，参照 WS/T 13—
1996《沙门氏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综

合判定本次事件是一起因进食被鼠伤寒沙门菌污

染的猪头肉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可疑

图 1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XX 村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病时间分布图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in XX village
表 2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张 XX 家宴食品单因素分析

Table 2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XX’s family banquet food in Shanxi Province, Linfen City, Yaodu district
餐次

4 月 2 日午餐

4 月 2 日晚餐

4 月 3 日早餐

4 月 3 日午餐

食品

花生米

过油肉蒜苔

苜蓿肉

家常豆腐

浇汤面

凉拌猪头肉

熟牛肉

红烧鱼

烧肚片

拌莲菜

家常豆腐

臊子面

肘子

红烧鱼

烧肚片

烤鸭

熟牛肉

小酥肉

家常豆腐

炒莲菜

红薯汤

银耳红枣汤

病例（n=41）
食用

15
14
14
13
15
30
28
31
29
30
23
35
31
30
25
29
32
27
15
15
14
13

未食用

26
27
27
28
26
11
13
10
12
11
18

6
10
11
16
12

9
14
26
26
27
15

对照（n=41）
食用

17
18
16
16
18
17
30
34
28
30
25
34
36
25
30
32
30
28
27
18
16
16

未食用

24
23
25
25
23
24
11

7
13
11
16

7
5

16
11

9
11
13
14
23
25
12

OR（95%CI）

0.81（0.33~1.98）
0.66（0.27~1.62）
0.81（0.33~1.99）
0.72（0.29~1.80）
0.74（0.30~1.79）
3.85（1.52~9.75）
1.58（0.67~3.72）
0.64(0.22~1.88)
1.12(0.44~2.88)
1.00(0.38~2.66)
0.82(0.34~1.970
1.20(0.37~3.94)
0.43（0.13~1.40）
1.75（0.69~4.44）
0.57（0.22~1.46）
0.68（0.25~1.85）
1.30（0.47~3.59）
0.90（0.36~2.25)
0.30（0.12~0.74）
0.74(0.30~1.79)
0.81(0.33~1.99）
0.65（0.23~1.87）

P 值

0.65
0.37
0.65
0.49
0.50
0.004
0.29
0.41
0.81
1.00
0.65
0.76
0.15
0.24
0.24
0.45
0.61
0.81
0.01
0.50
0.65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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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次为 4 月 2 日晚餐，可疑食物为凉拌猪头肉。

食源性疾病是当今世界上分布最广泛、最常见

的疾病种类之一［1］。由于人口迅猛增长、环境污染

加剧、人类生活方式及饮食行为改变等，食源性疾

病发病率不断上升，新的食源性疾病不断出现，已

经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1-2］。通过对我国“食源

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收集的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食源性疾病暴

发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近几年来，我国已查

明致病原因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微生物引起的事

件数居于前列；微生物致病因子导致的发病人数最

多，2016 年占 59. 3%，2021 年占 53. 05%；微生物性

致病因子引起的食源性暴发事件中，沙门菌是主要

致病菌之一，其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全年均有可能发

生，主要集中在 5~9 月，致病食品主要是肉及肉制

品；餐饮服务业是暴发事件的首要场所，农村宴席

每起暴发的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3-6］。生熟不分交

叉污染是微生物性事件的首要引发因素［7］。鼠伤寒

沙门菌是引起沙门菌食源性疾病的主要血清型之

一［8-9］。鼠伤寒沙门菌感染的潜伏期多为 12~72 h，最
短 2 h，最长可达 4 周，患者临床表现多样，免疫功

能正常者多为胃肠型，起病急骤，数小时后或数日

后出现腹痛、腹泻［10］，可伴有畏寒、发热、恶心、呕

吐、乏力及全身酸痛等症状。推测本次事件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农村餐饮工作人员卫生意识淡薄，生熟

不分，食物加工场所卫生条件差，食品（特别是熟肉

制品）储存环境不符合要求，致使食物受到沙门氏

菌污染。

此次事件的调查中存在几个局限性，一是村民

意识淡薄，没有及时上报也没有及时到正规医院就

医，致使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滞后，既没有采集到现

场的剩余食物和环境样本，也没有临床检测数据相

佐证。二是调查主要靠病例和相关人员的回忆，有

可能存在回忆偏差。三是相关人员对调查工作认

识不深，怕追究责任，涉及赔偿问题，有可能刻意隐

瞒一些情况致结果存在偏差。

为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相关部门应加强农村

宴席监管，在农村深入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健康教

育，强化集体用餐单位、医疗机构、个人的食源性疾

病上报的意识，进一步规范食品留样、检测及多部

门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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