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杨春晓!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微生物检验的研究"

"论
!!

著"

珠海市
'&((_'&(<

年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标本检测结果分析

杨春晓%莫韵韶%魏泉德

!广东省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珠海市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的特点%为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判定&控制和预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依据

两版/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标准0!分别于
'&&21&(1&(

和
'&(&1&+1&(

实施"中的方法对
'&((_'&(<

年珠海市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的

标本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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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珠海市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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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共
2%&

份标本"%检

出
''

起!共检出致病菌
('2

株"%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原因查明率为
<*)2+]

'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的致病菌主要以副溶血

性弧菌为主!检出
*0

株%占菌株总数
0;)'%]

"%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
('

株%占菌株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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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标本检出率是以

肛拭标本最高!检出
00

株%占菌株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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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粪便标本!检出
(0

株%占菌株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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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菌检出的季节性分布

表明(明显集中在第
%

季度!检出致病菌
**

株%占检出菌株总数的
0*);2]

"%其次是第二季度!检出致病菌
(+

株%占检出菌株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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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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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珠海市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以副溶血性弧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要病原菌%致病菌检出的季

节性分布集中在第
'

&

%

季度'提高全民卫生意识%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储存过程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和监督管理工作%减少食物

中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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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是指人摄入了含有生物性%化学性的有毒有害物

质或者把有毒有害物质当作食物摄入后所出现的非传染性的

急性或亚慢性疾病"细菌性食物中毒是指细菌污染了食物!并

在食物中大量繁殖!可产生毒素!人食入该种食物!就会发生腹

泻%呕吐等胃肠道疾病或神经性疾病"细菌性食物中毒在各类

食物中毒中最为常见.

(1'

/

"细菌性食物中毒是发病率最高的一

类食源性疾病.

%

/

"为全面掌握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规

律%流行特征并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细菌

性食物中毒的发生!本课题组对
'&((_'&(<

年珠海市细菌性

食物中毒事件标本的检测情况进行了分析!旨在为预防并控制

细菌性食物中毒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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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

生物检测实验室收集的细菌性食物中毒标本&包括可疑食物!

患者和厨师的肛拭子%粪便%呕吐物!厨师手涂抹拭子%食物操

作间涂抹拭子等'及检测报告"

$)%

!

仪器与试剂
!

K=?:P'!LQ

T

DIB

型全自动微生物及药敏

分析系统由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各种致病菌检测所需的细

菌扩增培养基和分离培养基%生化试剂购自北京陆桥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和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显色培养基购自科

玛嘉公司!血平板购自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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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鉴定卡购自生物梅里埃公司!各种细菌诊断血清

购自宁波天润有限公司或日本生研公司"所有试剂均在有效

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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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标准菌株

均来源于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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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按两版#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标准$&分别于
'&&21

&(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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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中的方法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包括

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孢杆菌%沙门氏菌%致

泻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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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用
:̀IFM'&&%

软件建立数据库!利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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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析"检出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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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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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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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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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珠海市共发生
%0

起细菌性食

物中毒&共
2%&

份标本'!

''

起检出致病菌&共检出致病菌
('2

株'"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致病菌主要以副溶血性弧菌为

主!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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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占菌株总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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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检出最多的标本类型为肛拭子标本!占

+')(&]

&

00

,

('2

'*其次是粪便标本!占
(%)0(]

&

(0

,

('2

'"季

节性分布来看!致病菌的检出时间集中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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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占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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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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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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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占菌株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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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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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菌性食物中毒事件原因查明率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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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送检标本种类和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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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送检的

标本包括肛拭子%粪便%呕吐物%可疑食物和环境%用品涂抹标

本!不同类别标本的致病菌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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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细菌性食物中毒不同类型

!!!

标本的细菌检出情况

标本类型 标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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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检出&

&

' 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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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致病菌的检出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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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出的各类致

病菌包括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蜡样芽孢

杆菌%致病性大肠埃希菌!标本数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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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致病菌的检出率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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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珠海市细菌性食物中毒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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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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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肛拭子 粪便 呕吐物 用品环境涂抹 可疑食物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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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检出致病菌的种类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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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细菌性食物中

毒事件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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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检出的致病菌以副溶血性弧菌为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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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珠海市细菌性食物中毒各种

!!!

致病菌的检出情况

致病菌种类
&

检出份数&

&

' 未检出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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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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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溶血性弧菌
%&( *0 '&2 %')'%

金黄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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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菌检出的季节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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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细菌性食物中

毒季节分布集中在第
%

季度!占
2%)'2]

&

(+

,

%0

'*其次是第
'

季度!占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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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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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季度标本总份数和致

病菌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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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珠海市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的细菌检出情况

年份
副溶血性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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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珠海市细菌性食物中毒检出致病菌#株%

年份
副溶血性弧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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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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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珠海市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季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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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珠海市细菌性食物中毒标本各季度的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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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珠海市
<

年的细菌性食物中毒标本的检测分析发

现引起食物中毒的致病菌主要是副溶血性弧菌!其次是金黄色

葡萄球菌!其他致病菌有蜡样芽孢杆菌%沙门氏菌%致病大肠杆

菌"由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占了很大比例!可能是由

于珠海市是个海滨城市!人们常食用鱼类%虾类%贝类%牡蛎等

海产品!跟其他沿海城市一样!由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

毒比较多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饮食习惯的改变!生

吃或者半生吃海产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副溶血性弧菌主要

来源于鱼%虾%蟹%贝类和海藻等海产品!对高温抵抗力小!

<&

Z'&Q-/

!

+<Z<Q-/

!

;&Z(Q-/

即可将其杀死"可见加热

时间不充足!未充分煮熟是造成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重要原因之

一.

2

/

"因此人民群众应改变饮食观念和习惯!尽量少生吃或半

生吃海鲜!把海鲜煮熟煮透后食用!能减少食物中毒的发生"

本研究表明!从季度分布来看!无论是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的起数!采集标本的份数还是致病菌检出率!第
%

季度均为最

高!其次是第
'

季度!与其他报道的高发季节一致.

<1+

/

"这主要

是因为本地
'

%

%

季度气温高%湿度大!有利于致病菌生长繁

殖.

0

/

!因此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分布"

本研究表明!可疑食物标本致病性细菌的检出率为

(+);2]

!可疑食物占所有标本类型的
(')*&]

"值得注意的

是在
'

起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中!患者食物检测出阳

性结果的标本中除了海产品!还有非海产品!例如鸡肉"推测

可能是食品在运输%储存%加工和销售的过程中与被副溶血性

弧菌污染的海产品发生生熟交叉污染所致"用品涂抹拭子标

本致病性细菌的检出率为
*)&]

!检出致病菌的用品涂抹拭子

标本占所有类型标本的
2)&%]

"在厨房用具涂抹拭子标本中

检出了副溶血性弧菌!如切板表面拭子%刀具表面拭子均检出

副溶血性弧菌"副溶血性弧菌的存活能力强!在抹布和切板上

能存活
%&G

!在海水中能存活
20G

"本菌对常用消毒剂抵抗力

很弱!可被低浓度的酚和煤酚皂溶液杀灭"因此应加强包括食

品运输和加工各环节的分类存放管理和消毒处理"食具涂抹

拭子中检出了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反映

了个别食堂和餐厅的食物加工操作间卫生状况不良!生食用具

与熟食用具没有严格分开!饮食管理人员由于缺乏食品卫生知

识加之责任心不强而造成卫生管理不善!对这种餐饮单位除了

重点要求改善卫生设施!增强卫生法律意识外!还要落实卫生

管理制度!加大监督检查频率"

另外!在检测中发现厨师&工'粪便中检出了副溶血性弧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检测结果提示了应加强对食

品从业人员的培训和体检工作!应加强对食品从业人员的卫生

法律法规和卫生知识的岗位培训!同时应加强其体检的落实情

况!对于体检不合格的人员应该坚决调离岗位.

;

/

"

在食物中毒处理过程中!调查人员所采集标本的质量很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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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直接影响到食物中毒事件的查明率"

<

年来珠海市细菌性

食物中毒事件的查明率为
<*)2+]

!反映了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食物中毒事件的能力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标本种类

对致病 菌 的 检 出 率 也 有 一 定 影 响!肛 拭 子 检 出 率 最 高

&

%;);*]

'%其次是粪便&

%+)(0]

'!而可疑食物标本&

(+);2]

'

和食物操作间用品用具的涂抹拭子标本的检出率低&

*)(&]

'!

与其他相关文献报道相符.

*1(&

/

"提示了在进行细菌性食物中

毒调查时!肛拭子采样效果最好"有些责任单位为逃避法律责

任!不配合卫生监督机构调查!私自销毁了可疑食物甚至故意

迟报和缓报!当调查人员到达现场时制作场地和加工用具已消

毒!造成采回的剩余食物%用品涂抹拭子等标本无代表性!还有

中毒患者不能如实提供进食情况或者不同意采集肛拭子等等!

也影响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分析"

如今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

/

!给人民群

众提供良好的食品安全保障是目标"

a3N

的资料显示!在食

源性疾病危险因素中细菌性食物中毒居各类食物中毒的首

位.

((

/

"建议加强对餐饮行业人员&负责人'食品卫生知识和预

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对餐饮行业有效的监督管

理!加强监督监测力度!包括狠抓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和餐饮

业卫生许可证*提高职能部门处理食物中毒事件的能力和效

率!包括规范标本的采集%运输%保存和提高实验室检测水平*

严厉处理发生食物中毒的餐饮单位!建立健全食物中毒的预警

机制!通过媒体开展全民食品卫生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的自

我保护能力!使其知道发生食物中毒时要保留吐泻物和可疑食

物的常识!从而做到群防群治!有效地预防食物中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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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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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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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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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的
#f!

为
&)*';

"说明尿
Q#5@

检测
9"

的诊断效能最好!尿
A@4

稍差"而三者联合检测的

#f!

可达
&)*';

!说明尿
Q#5@

%尿
A@4

和尿
!

U

.!

联合检测

较各项单独检测对
9"

的诊断效能最佳!能更好地反映
9"

患

者的早期肾损伤情况!对
9"

的早期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

值"

综上所述!尿
Q#5@

%尿
A@4

和尿
!

U

.!

为反映肾脏损伤

的较好指标!三者联合检测可提高
9"

检测的检出率%灵敏度

和特异度!对
9"

发病机制的研究及病情的判断%监测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目前上述检测方法均能实现常规化!因此建议在

常规糖尿病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定期检测尿
Q#5@

%尿
A@4

和

尿
!

U

.!

.

((

/

!实时监测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的发生%发展!对于

9"

的预防%治疗和延缓疾病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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