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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时
'%

分#陕西省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接到青化乡卫生院报告!

(

月
"

日
"&

时开始#该乡石马寺村

有十几个村民陆续因上腹部阵发性疼痛'腹泻#伴恶心'呕吐'

发热等前来就诊#患者曾在
(

月
"

日参加家宴#怀疑为食物中

毒(接到报告后#眉县疾控中心立即组织专业人员深入就餐场

所及患者所在医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样'检测(经对调查

和检测结果综合分析#确定为
!

起鼠伤寒沙门菌和蜡样芽孢杆

菌混合污染引起的食物中毒#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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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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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
!

从
(

月
"

日
"&

时出现首发病例至
(

月
'

日
!"

时#共有
%&

例发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急性胃肠炎症状#

主要临床表现为上腹部阵发性疼痛#继而出现腹泻#为稀水样

便#伴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其中腹痛'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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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c

&'恶

心
@"

例$

3@c

&'呕吐
@&

例$

3&c

&'发热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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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最

严重的一位村民除上述症状外#还有头昏'头痛'短时意识昏

迷(经青化乡卫生院及时治疗#患者症状很快缓解#未发生死

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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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特征
!

患者均有家宴就餐史#其临床表现基本相

同#发病时间集中(

"

日
"&

时出现首发病例#

"

日
"@

时出现发

病高峰#

'

日
!"

时后无新发病例(共发病
%&

例#罹患率
!?c

#

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最大
?(

岁#最小
%

岁#平均年

龄
@@

岁(全部食用了
(

月
"

日午餐#有
!(

例未食用当日早

餐(发病距最后就餐时间$午餐&最短
$E

#最长
"!E

#中位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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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卫生
!

对现场食物调查发现#凉菜中猪耳朵'牛

肉'猪肝'面筋'豆腐卷等从县城购买#回家后在冰柜存放#其他

凉菜'热菜为食用前现场加工制作(制作过程均在家中室外露

天操作#卫生状况差(此起事件发生在秋季高温天气#家宴操

作环境卫生状况差#细菌容易滋生繁殖(根据现场调查#结合

患者临床表现及抗菌治疗效果#分析此次中毒为细菌性食物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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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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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来源
!

采集食物样品
?

份#其中熟肉
'

份$有牛

肉'猪耳朵'猪肝&#臊子面汤菜
!

份$黄花'木耳'豆腐&#面筋'

豆腐卷'豆角各
!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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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基及诊断血清
!

检验所需的各种培养基和生化微

量管'诊断血清均由杭州微生物试剂厂提供#有效期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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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方法及项目
!

按照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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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性检测

样品有变形杆菌'志贺菌'沙门菌'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产气荚膜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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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株分离
!

按照.卫生防疫细菌检验/#将采集的可疑

食物直接或增菌后直接划线接种于不同的平板培养基#

'?W

培养
"@E

后挑取可疑菌落做纯培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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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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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落特征
!

从豆腐卷及猪肝中分离出在甘露醇卵黄多黏

菌素琼脂$

4 +̀

&平板上呈粉红色'扁平'表面粗糙的菌落#菌

落周围有粉红色的晕环%在营养琼脂平板上菌落呈淡黄色'不

透明'大菌落#表面粗糙似蜡状#边缘不整齐%革兰染色镜检为

革兰阳性杆菌(从凉拌豆角和猪耳朵中分离出#在沙门志贺菌

属琼脂培养基$

77

&平板上生长为无色'透明和半透明'中等大

小'乳糖不发酵菌落#

77

上产
Q

"

7

中心黑色菌落%革兰染色镜

检为革兰阴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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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化反应结果
!

从平板上挑取可疑菌落接种于三糖铁琼

脂'半固体琼脂各一管#观察结果(豆腐卷及猪肝
"

份样品的

结果是!三糖铁琼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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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产气%半固体中动力

$

g

&(凉拌豆角和猪耳朵
"

份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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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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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纯化后进一步生化反应#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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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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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反应结果

细菌来源 葡萄糖 乳糖 麦芽糖 甘露醇 蔗糖
Q

"

7

枸橼酸 硝酸盐还原 过氧化氢酶
\+

甲基红 明胶液化

凉拌豆角
g f g f f g g g f f g f

猪耳朵
g f g f f g g g f f g f

豆腐卷
g f g f g f g g g g f g

猪肝
g f g f g f g g g g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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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学鉴定
!

分别挑取凉拌豆角和猪耳朵样品三糖铁琼

脂上的培养物作玻片凝集试验#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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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价
2

血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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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第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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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样芽孢杆菌计数
!

取
!&9X

均质样液#从
!&

f'

#

!&

f$

制备一系列稀释液#接种于
4 +̀

平板#将平板置
'$W

培养
"@

E

#菌落计数结果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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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样芽孢杆菌计数

细菌

来源

稀释液菌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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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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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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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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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蜡样芽孢杆菌

$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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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豆腐卷 无法计数
"$& 3& $ 3#&S!&

$

猪肝 无法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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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结果
!

根据菌落特征'革兰染色观察'生化反应'血

清学鉴定等结果判定#本次食物中毒的致病菌为鼠伤寒沙门菌

和蜡样芽孢杆菌混合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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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这起事件发生在秋季高温天气#家宴操作属露天操作#卫

生状况差#细菌容易滋生繁殖(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患者临床症

状体征及抗菌治疗效果#分析此次中毒为细菌性食物中毒(根

据病例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结果及流行病学特征#确定本次

食物中毒是由于鼠伤寒沙门菌和蜡样芽孢杆菌混合污染食物

而引起(

沙门菌是人及动物重要的肠道致病菌#人通过食用含大量

沙门菌污染的肉类'蛋类等食物而发病)

'

*

#由沙门菌引起的食

物中毒全年均可发生#但主要发生在
%

#

!!

月份(在中国#由

沙门菌或鼠伤寒沙门菌所致食物中毒常有报道)

@5%

*

(蜡样芽孢

杆菌在通常情况下并不致病#当其污染食品且菌量达到
!&

$

,Va

"

F

时#可引起食物中毒)

$

*

#对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物中

毒近年来有所报道)

?

*

(但由这
"

种致病菌混合感染所致的食

物中毒尚未见报道(

本次食物中毒事件提示卫生工作人员要大力宣传.食品安

全法/#加强对农村日常卫生监督管理和指导#做好家宴场所卫

生清洁工作#做好餐具'饮具'厨具等用具的消毒工作%原料与

成品分开'成品与半成品分开存放#防止交叉污染(对炊事人

员进行培训#并要求持证上岗#同时进行全民健康教育#广泛宣

传食物中毒的防治知识#减少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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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LXZ7*

&就是用一种抗原或抗体吸附

到载体上#最后通过一定的方式使酶标记抗体或抗原与之结合

或被阻止与之结合#然后通过显色来检测目标抗体或抗原是否

存在的试验(由于
LXZ7*

成本低'操作较简便'灵敏度和特异

性很高#因此已经成为现代检验医学基本的'常规的检测技术(

其检测的操作方式也从手工到半自动又到全自动分析系统在

不断改进(尽管以后出现了
+,-

和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技术#

由于前者的检测原理和检测对象与
LXZ7*

有很大不同%而后

者尽管灵敏度进一步得到提高#但除标记物之外#其检测程序

几乎与
LXZ7*

相同#且成本相对较高#都难以替代
LXZ7*

(本

文对
LXZ7*

技术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一简要分析(

@

!

LXZ7*

检测分析系统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最早的
LXZ7*

反应载体既有检测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的

多孔酶标#也有做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Q,T

&试验的单一试

管(发展到现在#反应载体最多见的是
@3

#

($

孔的酶标反应

板(操作从开始的完全手工'目测#到后来的半自动的洗板机'

LXZ7*

检测仪(半自动分析系统以芬兰雷勃
4R

系列为代

表#它们几乎装备到所有医疗卫生防疫机构及血站系统(但是

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提高#其检测速度'加样一致性'加样精

度'反应时间的孔间差却无法满足上述各机构实验室日益发展

的需要(因为二级以上医院每天要完成约
%&&

#

!%&&

个或更

多个肝炎'艾滋病'梅毒等病原体以及致畸原标志物的检测#这

种半自动检测系统每天每个实验室完成
"

次试验已是十分的

紧张#更不可能随机去完成
!

个标本或
!

个项目的实验(以后

仪器的改进从样本的前处理到加样'洗板'检测一体机#都在努

力弥补上述不足'减少上述误差(这些仪器包括从瑞士哈美顿

公司的
4,-2

系列和费米系列到意大利的爱丽斯以及日本的

同类机型)

!

*

(各公司都不停地在中国推广他们的各种型号的

全自动仪器#但收效远不及以雷勃
4R

系列为代表的半自动

检测系统当时在中国掀起的浪潮(即使有些大的医疗机构买

了这类仪器#但其真正的使用状况也不容乐观(

A

!

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应有的取向

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发展到现在已经举步维艰(其主要

原因是从半自动的
4R

系列到全自动的费米系列等仪器的设

计都受到
@3

#

($

孔酶标反应板制约(所以不管是半自动还是

全自动检测系统#都没有从根本解决单人份'单项目的随机化

快速检测(而全自动检测仪器就更为显著#因为一旦仪器的板

架位被饱和占据#在这一反应周期内就无法再进行相同的试

验(随之而来的是
3

孔和
!"

孔的加样头要求每次批应有
3

和

!"

的倍数个样本#否则便造成浪费(另外就是难以实现多孔

加样头的液面探测功能#对原始管的直接上机要求太高(尽管

现在每根加样针具有独立液面检测功能的多针加样头已有生

产#即便这样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各孔之间反应时间上的差别(

装备这样的机器之后#一天也最适做
"

批#难以实现随机化(

所以费米系列等全自动仪器也多在血站及少数的大医院并不

良性的运转着(而这种高投入设备使用的好处就是!降低劳动

强度#提高加样精度及进一步减少孔间差(

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的发展应如何取向#许多文献对这个

问题都有过提及)

"5@

*

#但多是对检测仪器的现状以及如何更好

地使用好这些设备进行讨论#很少从临床实际工作的角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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