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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一起牛奶中脱氢乙酸钠中毒事件调查分析

刘峰%徐飞%袁秀娟%马江涛%郝琼%关光玉
!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宁夏 银川$%)"""!#

摘$要!目的$对疑似牛奶中毒事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查明引起食物中毒原因%为类似突发应急食物中毒

事件处置提供参考" 方法$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采用高效液相色谱等方法对样品进行检测%综合分析判定食

物中毒原因" 结果$本次食物中毒事件发病 ’- 人%送检的牛奶样品中检出脱氢乙酸钠%含量为 &/%" 和 &/%& ;0L;%

未发现含有其他毒物" 结论$本次中毒事件是由牛奶中违规添加高浓度脱氢乙酸钠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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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某市多名
儿童出现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站立不稳.呕吐等疑
似食物中毒症状/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等综合分
析&确定此次事件为牛奶中违规添加脱氢乙酸钠引
起的食物中毒/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病例定义为 ’"&% 年 % 月 &( 日后&在
某市某镇居住且饮用过丁某配送的牛奶后出现*呼
吸急促.呼吸困难.伴乏力.走路不稳+任一症状者/
&/&/’$样品采集

采集样品 ’- 份&其中牛奶 ’ 份.便样 &( 份.呕

吐物 & 份&市售同批次脱氢乙酸钠 & 份&环境涂抹样
) 份/
&/’$方法

按照 ]P)""(/&’&!’"&.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脱氢乙酸的测定) ,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质谱法和核磁共振法检测脱氢乙酸钠&按照实时荧
光 _?*检测诺如病毒&按照 ]P!%-(/!!’"&. (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
验) , ’- .]P!%-(/.!’"&.(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 , #- .]P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
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 !-和 ]P!%-(/)!’"&’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
检验) , )-检测致病菌/

’$结果
’/&$事件经过

’"&% 年 % 月 ’" 日&某镇多名 ! 岁以下儿童陆
续出现呼吸急促.走路不稳等症状&% 月 ’’ 日出现
症状者相继到某市人民医院就诊&截止 ’) 日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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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儿童入院治疗/ 经吸氧.补液.纠正酸中毒.抗
感染.营养神经等对症治疗&所有病例经治疗后病
情有所缓解&并全部于 - 月 % 日治愈出院/

根据调查&患儿均饮用了丁某销售的袋装牛
奶/ 奶牛养殖户丁某散养 % 头产奶奶牛&无任何销
售资质/ 丁某家牛奶销售给附近居民一年多&近半
年每天销售牛奶约 ." L;/ ’"&% 年 . 月以来&由于
销售牛奶增多&丁某购买了巴氏消毒锅.塑料灌封
机和包装复合膜等设备&于 % 月 &! 日安装使用/ 为
了延长牛奶的保质期&% 月 &% 日丁某购买了食品添
加剂脱氢乙酸钠&分别于 &(.’".’& 日将自产 &"" L;
牛奶经过巴氏消毒锅消毒后&利用循环水冷却至
&. m&然后加入约 ’)" ;脱氢乙酸钠进行搅拌后灌
装销售/ &( 日之前&丁某向居民供应未添加脱氢乙
酸钠的牛奶&无中毒患者/ 事件发生后&停止供应
丁某添加脱氢乙酸钠的牛奶后&无新增病例/
’/’$患者症状

’- 例病例主要症状为气喘.站立不稳.呕吐.嗜
睡和腹泻等&患者临床特征分布详见表 &/

表 &$一起牛奶中超范围添加高浓度脱氢乙酸钠引起中毒

病例症状"$b’-#

QDEOA&$?O<:<3DOKBMTG9M94T9<K9:<:;3DKAK3DRKAI EBG5A

DII<G<9: 945<;5 39:3A:GFDG<9: 94K9I<RMIA5BIF9D3AGDGA<: M<OL

症状 人数 占比 0̂

气喘 ’# -’/&!

站立不稳 &. )%/&!

呕吐 - ’-/)%

嗜睡 % ’)/""

腹泻 ) &%/-.

抽搐 ! &!/’(

惊厥 # &"/%&

恶心 # &"/%&

发热 ’ %/&!

’/#$流行病学调查
’/#/&$时间分布

首例患者发病时间为 % 月 ’" 日 - r#" 左右&末
例发病时间为 % 月 ’! 日 ( r"" 左右&间隔时间 (. 5
#" M<:& 发病高峰为 ’& 日&发病 &! 人/ 病例发病时
间分布见图 &/
’/#/’$人群分布

最小病例年龄 - 月龄&最大病例年龄 # 岁 && 个
月/ 其中 - 月龄 & 人.& 岁 &) 人.’ 岁 && 人.# 岁
& 人/ 其中男童 &! 名&女童 &! 名/
’/#/#$患儿摄入牛奶量

对 ’- 例发病儿童 % 月 &( 日晚至 ’# 日期间饮
用丁某家销售牛奶量进行调查&发病儿童饮食主要
以牛奶为主&患儿饮用量见表 ’/

图 &$一起牛奶中超范围添加脱氢乙酸钠中毒病例

发病时间分布
H<;RFA&$[:3<IA:3AG<MAI<KGF<ERG<9: 94499I T9<K9:<:;3DKAK

3DRKAI EBG5ADII<G<9: 945<;5 39:3A:GFDG<9: 94K9I<RM

IA5BIF9D3AGDGA<: M<OL

表 ’$患儿摄入牛奶的量
QDEOA’$+M9R:G94M<OL 39:KRMAI EB35<OIFA:

饮用量0L; # ’/) ’ &/) &

人数 - % ! ! )

’/!$脱氢乙酸钠产品调查
丁某所购买的脱氢乙酸钠&有效期 ’! 个月&脱

氢乙酸钠含量为 (-^‘&""/)^&产品包装已注明使
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与 ]P’%."!’"&!(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 .-一致/
’/)$实验室检测结果
’/)/&$牛奶中脱氢乙酸钠和市售添加剂脱氢乙酸
钠检测

依据 ]P)""(/&’&!’"&., &- &利用高效液相色
谱法分别对 % 月 &( 日.’" 日添加脱氢乙酸钠牛奶
样品进行检测&检测含量分别为 &/%".&/%& ;0L;/
脱氢乙酸钠标准色谱图和牛奶样品色谱图见图 ’ 和
#/ 对同批次市售添加剂脱氢乙酸钠进行测定&脱氢
乙酸钠含量为 (-/.^‘((/(^&符合产品外包装标
注含量&产品纯度较高/

图 ’$脱氢乙酸钠标准色谱图
H<;RFA’$?5F9MDG9;FDT5B94KGD:IDFI K9I<RMIA5BIF9D3AGDGA

’/)/’$市售添加剂脱氢乙酸钠检测
采用质谱法和核磁共振法对市售同批次脱氢

乙酸钠结构进行测定&电喷雾质谱 "YJ[,NJ#$6HJ
&.%/" ,N,>- j&碎片峰为 &’#/".-#/"/ 脱氢乙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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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毒患者家中采集牛奶样品色谱图
H<;RFA#$?5F9MDG9;FDT5B94M<OL KDMTOAK39OOA3GAI <: G5A

59MA94DT9<K9:AI TDG<A:G

在水溶液中以脱氢乙酸存在&脱氢乙酸分子量为
&.-/&>=N* " !"" N>f& S’W# & )/.’ "K& &>#&

’/## "K& #>#& &/(( "K& #>#/&#?=N*"&"" N>f&
S’W# & ’"’/%& &-#/#& &.-/"& &.’/.& &"-/&&
&"#/)& #&/’& &-/%/ 测定结果符合脱氢乙酸钠结
构&纯度较高/
’/)/#$诺如病毒及致病菌检测

对 ( 份便样.& 份呕吐物进行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对 &" 份便样.’ 份添加脱氢乙酸钠的
牛奶.’ 份盛装牛奶的不锈钢桶涂抹样.& 份盛装牛
奶的不锈钢容器涂抹样.’ 份连接巴氏杀菌机和高
温灭菌包装机的管子末端涂抹样进行了金黄色葡
萄球菌.沙门菌.志贺菌.致泻大肠埃希菌等的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宁夏地区液态乳中脱氢乙酸钠检测情况

对宁夏地区采集的 &"’ 份液态乳进行检测&均
未检出脱氢乙酸钠/ 此次采样覆盖宁夏五市"银川
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固原市#&其中从 ’.
家奶牛养殖基地.’’ 家养殖户采集原料奶 .. 份&从
超市及零售店采集巴氏杀菌乳和灭菌乳 #. 份/&具
体采样情况见表 #/

表 #$五市样品采集情况

QDEOA#$JDMTOA39OOA3G<9: <: 4<UA3<G<AK
采样地区 原料奶0份 巴氏杀菌乳0份 灭菌乳0份
银川市 &" ’ !

石嘴山市 &" - .

吴忠市 &) " !

中卫市 ’& # #

固原市 &" # #

#$讨论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

测结果等进行综合分析&确认本起事件 ’- 名中毒儿
童发病是由于饮用了添加脱氢乙酸钠的牛奶而
引起/

脱氢乙酸钠是一种广谱类防腐剂&对易引起食

品腐败的酵母菌.霉菌.腐败菌的抑制作用极强&其
抑制霉菌效果优于传统防腐剂苯甲酸钠.山梨
酸 , %,-- / &(!( 年美国批准其作为食品防腐剂/ 我国
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 &((- 年年会上讨
论并通过将脱氢乙酸钠作为食品添加剂的新品种/
目前&脱氢乙酸钠广泛应用于面包.糕点.腌渍的蔬
菜等食品的防腐保鲜&面包.糕点中最大使用量为
"/) ;0L;&腌渍的蔬菜中最大使用量为 &/" ;0L;, .- &
而在牛奶中未允许使用/

研究表明&长期使用脱氢乙酸钠可能会引起
肝.肾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可能表现为肝肾功
能性减弱&出现惊厥.颤抖.共济失调等神经症状’
还可能会引起体重的减少和慢性肺水肿 , (,&"- / 此次
中毒事件为人为超范围添加高浓度脱氢乙酸钠&实
验室检测排除了诺如病毒及致病菌引起中毒的可
能性&未发现其他毒物/ 市售添加剂脱氢乙酸钠检
测符合其结构特征&纯度较高/ 丁某家停止供应牛
奶后&无新增病例&综合分析判断该事件为牛奶中
违规添加高浓度脱氢乙酸钠引起的中毒/ 由于 ! 岁
以下儿童饮食主要以牛奶为主&所以本次事件中毒
患者均为 ! 岁以下儿童/ 目前&脱氢乙酸钠引起中
毒未见报道&中毒机理尚不明确&需结合临床进一
步研究/

本次疫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司
组织开展了乳制品应急检测&本次应急检测采样覆
盖奶牛养殖基地较集中的地区&采集各地自产自销
产品&包括奶站储罐.散装和简易包装的样品&并在
各地超市和农贸市场采集灭菌乳.巴氏杀菌乳/ 通
过检测未发现宁夏地区其他液态奶存在添加脱氢
乙酸钠的问题/

此次中毒患者均为婴幼儿&由于婴幼儿的身体
机能还未发育完全&对环境化学物的毒作用特别敏
感&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对婴幼儿的肝.肾功能影
响较大&该事件的发生再次警示婴幼儿食品特别是
乳品仍存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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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浙江省长兴县一起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调查

宿瑶瑶 &%陈彬 ’%许辉 &%施长苗 &%罗康 &

!&2长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湖州$#&#&""$ ’2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热带林业研究所"广东 广州$)&")’"#

摘$要!目的$调查分析浙江省长兴县一起毒蘑菇中毒事件中毒蘑菇的种类%分析事件发生原因%总结调查处置

经验%为中毒患者的救治和中毒的预防提供借鉴" 方法$对中毒事件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对毒蘑菇样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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