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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家庭成员食源性聚集病例的调查分析

马振云　冯兴民　秦德玉

青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　青州　２６２５００

【摘要】　一起家庭成员食源性聚集病例的调查分析,通过询问接诊医生、对病人开展现场流行病学个案调查,

查阅病历,共搜索到符合病例定义的患者只有家庭成员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３人,确定该起聚集病例的为亚硝

酸盐引起的食源性聚集病例.提出加强预防亚硝酸盐中毒宣传教育,防止误食亚硝酸盐,避免当作“食盐”、“味精”

等加入食物中,防止出现新发病例以及发生类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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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上午１１点０分,我中心办公室接

到我市某医院电话报告,该院接诊我市某某镇某村的３

名食源性疾病病人,３人为同一家庭,有共同进食史,疑

似食源性聚集性病例.３病人于６月１４日８时３０分先

后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发绀等不适症状,根据症状和

体征初步诊断为亚硝酸盐中毒.接报后,调查员立即报

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卫健局,并立即安排相

关科室待命,准备相关物资和表格(灭菌塑料袋、广口

瓶、吸管、剪、勺、镊子等.棉拭子、灭菌生理盐水试管.

粪便采集便杯、采便管、运送培养基.灭菌塑料袋、采样

棉球等.文件资料:调查、采样表格等)等.接到通知第

一时间(１１时),调查员开展电话核实,初步核实中毒人

数、症状、体征等基本情况,１１时２０分我中心现场流行

病学调查人员、样品采集人员赶赴报告医院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和样品采集工作.有关情况如下:

１　调查过程　

１．１　调查目的　调查引起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亚硝

酸盐中毒的暴露史,搜索查找暴露人群和可能病例,确

定该起事件的致病因子、病因性食品和污染环节,提出

相关防控建议,防止出现新发病例以及发生类似事件.

１．２　调查方法　调查人员通过询问接诊医生、对病人

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开展现场流行病学个案调查,查

阅病历,初步确定了本次食源性疾病为亚硝酸盐中毒.

２　基本情况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７时３０分,李某某、刘某某、张某

某(３人关系母亲、女儿、儿子)进食早餐,８时３０分先后

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发绀等不适症状,６月１４日９时

５８分到我市某医院就诊,主要临床表现是恶心、呕吐、

头晕、发绀(口唇、双手紫绀显著)等,接诊医生初步诊断

为亚硝酸盐中毒.３人均进行了静脉输液,亚甲蓝解毒

对症支持治疗(５％葡萄糖１００ml,亚甲蓝４０mg,５％葡

萄糖２５０mlVitc３g、潘托拉唑、氯化钾.

李某某家庭成员发病前三天饮食暴露信息(６月１３

日早饭:油条、豆浆、煮鸡蛋、黄瓜咸菜,午饭:馒头、芸豆

炒肉、清炒菜花,晚饭:清水煮面条、炒白菜、炒蛤蜊.６

月１２日早饭:面条、西红柿鸡蛋汤、黄瓜咸菜,午饭:米

饭、芸豆炒肉、清炒菜花,晚饭:酱牛肉、发面饼、炖土豆.

６月１１日早饭:煮鸡蛋、咸菜丝、西红柿鸡蛋面,午饭:

发面饼、土豆丝、芹菜炒肉,晚饭:韭菜肉水饺.).６月

１４早餐为面条、炒腌制西红柿(自述６月１３日中午将

西红柿食盐腌制后冰箱冷藏,第二天早餐炒西红柿,食

盐是超市购买的日常一直食用的),进餐者为李某某、刘

某某、张某某(３人关系母亲、儿子、女儿).６月１３日晚

餐:清水面条、炒白菜、炒蛤蜊,进食用者为刘某委(李某

某丈夫)、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家庭成员刘某委未

吃６月１４日早饭,未发病,其它时间饮食史相同.李某

某未留存剩余食品样品,未提供食用盐及其它食品原

料.截止６月２０日未接到我市除李某某家庭以外的食

源性疾病事件报告.李某某、刘某某当天(６月１４日)

下午已出院,张某某(李某某儿子)于６月１５日出院.

３　其他可疑暴露信息情况　

发病前一周饮用水源为市政供水,处理方式为烧开

后饮用.近期未集中灭四害,未在农田喷洒农药.家中

未饲养狗、猫等宠物和鸡、鸭、猪等家禽畜.发病前未参

加某项或多项集体活动(没参加婚礼、聚餐、野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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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展览会、商品交易、学校活动等).发病前未到特

殊机构(医疗机构、看护机构、托幼机构、学校食品加工

机构等)到访,以上机构没有类似疾病爆发.发病前未

外出,未与已知病例接触.

４　食品卫生学　

６月１４早餐进食者为: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

家庭成员刘某委(李某某丈夫)未吃６月１４日早饭,未

发病,６月１１日至１３日早餐、中餐、晚餐李某某、刘某

某、张某某、刘某委(李某某丈夫)进食史相同.

５　调查结果分析　

５．１　概况　经过病例搜索,共调查到符合病例定义(６

月１４日８时３０分以后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发绀等症

状)的患者只有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３人.家庭成员

刘某委未吃６月１４日早饭,未发病,其它饮食史相同

５．２　流行病学分布　①时间分布:发病时间６月１４日

８时３０分－６月１４日１１时０分.②人群分布:发病人

群男１例、女２例,３人关系母亲、儿子、女儿.③职业

分布:学生２例、工人１例.④年龄分布:年龄分布１０
岁１例,１４岁１例,３５岁月１例.

５．３　临床症状体征及治疗　患者张某某(儿子)当日全

身出现青紫,以四肢末端显著,咽部粘膜略青紫,双肺呼

吸音粗糙,为伴腹痛,脐周为著.伴轻微咳嗽,略稀,精

神欠佳,以恶心、呕吐、头晕、发绀为主要症状.李某某、

刘某某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头晕、发绀,另外李某某

存在头痛症状,刘某某存在腹痛症状.３人均进行了静

脉输液,亚甲蓝解毒治疗,治疗后明显好转.

表１　３例病例的临床症状和特征分析

症状/体征 人数(n＝３) 比例(％) 症状/体征 人数(n＝３)比例(％)

恶心 ３ １００ 发绀 ３ １００

呕吐 ３ １００ 腹痛 ２ ６６．７

头晕 ３ １００ 头痛 １ ３３．３

表２　３病例的年龄分布

年龄分布 发病人数(n＝３) 比例(％)

＜１

１－６

７－１９ ２ ６７．０

２０－２９ １ ３３．０

６０岁以上

合计 ３

表３　３例病例的性别分布

性别 男 女

例数 １ ２

构成比(％) ３３．０ ６７．０

５．４　首发病例流行病学调查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７时

３０分,李某某进食早餐,８时３０分出现恶心、呕吐、头

晕、发绀等症状.李某某发病前三天饮食史:６月１３日

早饭:油条、豆浆、煮鸡蛋、黄瓜咸菜,午饭:馒头、芸豆炒

肉、清炒菜花,晚饭:清水煮面条、炒白菜、炒蛤蜊.６月

１２日早饭:面条、西红柿鸡蛋汤、黄瓜咸菜,午饭:米饭、

芸豆炒肉、清炒菜花,晚饭:酱牛肉、发面饼、炖土豆.６

月１１日早饭:煮鸡蛋、咸菜丝、西红柿鸡蛋面,午饭:发

面饼、土豆丝、芹菜炒肉,晚饭:韭菜肉水饺.同进餐的

女儿刘某某、儿子张某某先后出现亚硝酸盐中毒症状,

家庭成员刘某委(李某某丈夫)未吃６月１４日早饭,未

发病,其它饮食史相同.初步怀疑引起暴发的危险餐次

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７时３０的早餐.

５．５　病原学检测结果　
(１)病例标本采集及检测情况　①采集患者李某某

(母亲)呕吐物样本,送实验室检测.②依据: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中亚硝酸盐及硝酸盐的测定»GB５００９．

３３－２０１６.③样品处理:过滤、清洗.④检测结果:亚硝

酸盐定性实验结果为强阳性.⑤采集患者张某某(儿

子)血样,送实验室检测.⑥检测结果:高铁血红蛋白测

定(２１．６％)刘某某、张某某未留存呕吐物及其它等生物

样本,未能采集到呕吐物、粪便等生物样本.

表４　实验室检测结果

样品名称 亚硝酸盐定性实验 高铁血红蛋白测定(％)

李晓玉呕吐物 强阳性

张浩宇血样 ２１．６

　　(２)危险因素调查　３例病人发病时间相近,他们

最近的饮食暴露史均为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７时３０

分,早餐为可疑危险餐次.具体就餐情况分析见表１.

表５　３例病例在可疑餐次的就餐情况

食品名称 食用人数 百分比(％)

炒西红柿 ３ １００

　　(３)时间信息　３例病例首发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６月

１４日８时３０分,最短潜伏期１小时,最长潜伏期３．５小

时,潜伏期中值为２小时.病程最短为７小时,最长为

２９．５小时,病程中值为８小时.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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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采取措施　

６．１　高度重视,反应快速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１１时０
分,接到暴发的信息后,接报单位按要求立即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样品采集工作,确保聚集病例得到有效控制.

６．２　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　流调人员

通过询问接诊医生、对病人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开展

现场调查,查阅病历,实验室检测,初步确定了确定本次

食源性疾病为亚硝酸盐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聚集病例.

６．３　到镇街道社区、村庄开展宣传工作　宣传重点:注

意饮食安全,谨防亚硝酸盐中毒亚硝酸盐常常被用作食

品发色剂限量使用.但是亚硝酸盐具有很强的毒性,使

正常血红蛋白转化为高铁血红蛋白,失去携氧能力导致

组织缺氧,即为亚硝酸盐中毒.我国近年也有多起误食

亚硝酸盐引起中毒事件发生.因此提示大家:注意饮食

安全,谨防亚硝酸盐中毒,一旦误食误用,要立即就医,

尽快抢救.

(１)亚硝酸盐的来源　①新鲜的叶菜类,如菠菜、芹

菜、大白菜、小白菜、圆白菜、生菜、韭菜、甜菜、菜花、萝

卜叶、灰菜、芥菜等含有硝酸盐,但一般摄入量并无碍,

如大量摄入后,在肠道内由于硝酸盐还原菌的作用也可

转化为亚硝酸盐.因此新鲜蔬菜煮熟后若存置过久,或

不新鲜蔬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明显增高.②刚腌不

久的蔬菜(暴腌菜)含有大量亚硝酸盐,尤其是加盐量少

于１２％、气温高于２０℃的情况下,可使菜中亚硝酸盐含

量增加,第７~８天达高峰,一般于腌后２０天降至最低.

③食用蔬菜过多时,大量硝酸盐进入肠道,对于儿童胃

肠机能紊乱、贫血等消化功能欠佳者,肠道内细菌可将

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且由于形成过多、过快而来不

及分解,结果大量亚硝酸盐进入血液导致中毒.④肉制

品及肉制品中加入过量硝酸盐或亚硝酸盐.⑤误将亚

硝酸盐当作食盐应用.

(２)居民主要预防措施　①肉制品中硝酸盐和亚硝

酸盐用量要严格按照国家食品添加剂卫生标准使用,不

可多加.②蔬菜应妥善保存,保持蔬菜新鲜,禁食腐烂变

质蔬菜.不要在短时间内吃大量叶菜类蔬菜,或先用开

水浸５分钟,弃汤后再烹调.新腌制的蔬菜在３天至６
天内吃,或在３周以后再吃,避开亚硝酸盐浓度的高峰

期.③剩饭剩菜注意低温保存,尽量少吃或不吃,食物在

变味之前,亚硝酸盐的浓度往往已经升高.剩菜不可在

高温下存放长时间后再食用.④家庭或食品加工场所应

单独存放亚硝酸盐且有明显标志,防止错把亚硝酸盐当

食盐或碱面用.⑤勿食大量刚腌的菜,腌菜时盐应多放,

至少腌至１５天以上再食用.不要在短时间内吃大量叶

菜类蔬菜,或先用开水浸５分钟,弃汤后再烹调.⑥肉制

品中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用量要严格按国家卫生标准规

定,不可多加;苦井水勿用于煮粥,尤其勿存放过夜.

７　调查结论　

根据本次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辅助检

查(高铁血红蛋白测定)、患者李晓玉留存的呕吐物样本

测定亚硝酸盐定性实验结果强阳性.确定本次食源性

疾病为亚硝酸盐引起食源性疾病聚集.

８　相关建议　

(１)按照原卫生部与食品药品监管局２０１２年５月

２８日联合公告,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

品添加剂亚硝酸盐.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亚硝酸盐等食

品添加剂的管理,食品生产企业在食品加工中使用亚硝

酸盐的,应当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的使

用范围、用量和残留量.

(２)加强亚硝酸盐中毒预防等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

育,防止误食亚硝酸盐,避免当作“食盐”、“味精”等加入

食物.蔬菜应妥善保存,防止腐烂,不吃腐烂的蔬菜.

食剩的熟菜不可在高温下存放长时间后再食用.勿食

大量刚腌的菜,腌菜时盐应多放,至少腌至１５天以上再

食用.不要在短时间内吃大量叶菜类蔬菜,或先用开水

浸５分钟,弃汤后再烹调.肉制品中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用量要严格按国家卫生标准规定,不可多加;苦井水勿

用于煮粥,尤其勿存放过夜.

(３)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搞

好环境卫生,做好粪便无害化处理,有效清除苍蝇、蟑螂

和老鼠等的滋生地.提倡喝开水,不吃生的或半生的食

物,生吃蔬菜和水果前要彻底清洗,必要时要去果皮食

用,此外一定要养成勤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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