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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2015年9月，西南悉尼（South Western Sydney，SWS）公共卫生部门接到通知：发生一起鼠伤寒沙门氏菌
（Salmonella Typhimurium ，STm）感染的聚集性病例，多位点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分析（multiple-locus vari-
able-number tandem repeats analysis，MLVA）显示为同源。为查明感染来源、控制暴发疫情，开展了本次调查。

方法：通过新南威尔士州法定报告疾病管理系统中的常规地理信息系统的聚集性病例扫描，发现了这些聚集性病例。
通过地方议会接到的一起有关面包店的投诉，又发现了后续病例。对该面包店进行了检查，采集了48份环境和食品标
本进行检测。

结果：共发现26例疑似病例，对其中14例进行访谈。26例病例的粪便标本中，19例检出MLVA基因型为3–16–9-11–
523的鼠伤寒沙门氏菌。多数病例（12/14）发病前曾食用过越南面包卷（含猪肉或鸡肉、鸡肝酱、蛋黄酱）。5例病
例发病前曾食用同一家面包店出售的越南面包卷。从面包店采集的环境和食品标本中，检出了与病例标本相同MLVA基
因型的鼠伤寒沙门氏菌。

讨论：对西南悉尼发生的一起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聚集性病例开展了调查，结果显示，该疫情与越南面包卷（含猪
肉或鸡肉、鸡肝酱、蛋黄酱）有关。从病例临床标本、食品和环境样本中检出明确MLVA基因型的鼠伤寒沙门氏菌，为
病例和可疑食物之间的流行病学关联提供了证据，并据此采取了公共卫生行动控制暴发疫情。

澳
大利亚每年约有410万名食源性胃肠炎病

例发生。沙门氏菌是食源性胃肠炎常见的

病原体，而且也是大部分食源性感染所

致住院和死亡的原因。鼠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STm）是澳大利亚最常见的沙门氏菌血

清型1。

根据2010年公共卫生法案，沙门氏菌病属于新南

威尔士州的法定报告疾病。实验室需要向新南威尔士

州地方卫生部门报告沙门氏菌阳性培养结果，并将分离

到的沙门氏菌菌株送至新南威尔士州的西部病理中心

（Pathology West）— 临床病理学和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linical Pathology and Medical Research,），即州参比

实验室，以进一步分析菌株特征，包括血清分型、

多位点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分析（multiple-locus 
variable-number tandem repeats analysis，MLVA）的

DAN序列为基础的分型等2。报告数据录入新南威尔士

州卫生部门管理的新南威尔士州法定报告疾病信息管

理系统（Notifiable Condition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NCIMS）。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利用地

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SaTScan 9.4.2 软件对沙门氏菌进行常规追踪，以发现

NCIMS系统报告的鼠伤寒沙门氏菌的时空聚集性病

例。SaTScan软件在MLVA基因分型（该分型需要两周

时间能够完成）结果出来之前就能发现聚集性病例。

2015年9月，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传染病处向西

南悉尼公共卫生中心发出预警：西南悉尼居民中出现7
例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地区聚集性病例。病例发病

日期集中在2015年9月2日至14日，住处彼此很近，病

例为东南亚或东亚姓氏。7例病例中，6例检出了MLVA
基因型为3–16–9-11–523的鼠伤寒沙门氏菌，提示病例

间有流行病学关联。为了确诊病例、了解暴发特征、

查明感染来源、控制暴发疫情、预防将来类似疫情发

生，开展了本次调查。

方法

流行病学调查

为调查鼠伤寒沙门氏菌聚集性病例，制定了如下病例

定义：

1. 疑似病例：2015年9月1日至15日期间，西

南悉尼的居民中，出现呕吐、腹泻和/或腹

痛症状、且与聚集性病例有流行病学关联

者（与病例有相似的暴露史、食用过相似

的食品、是病例的亲属或护理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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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的12例确诊病例中，11例发病前曾食用

过一家面包店制作的含蛋黄酱和鸡肝酱的越南面包卷

（8例曾食用猪肉面包卷，3例曾食用鸡肉面包卷），

另1例病例发病前食用过餐厅的牛肉餐。在12例病例

中，4例病例在发病前24小时内曾在同一家面包店购买过

面包卷，6例曾在同一地区购买过越南面包卷但记不清

街道名称或面包店名称，其余2例记不清是否曾在同一

地区食用过越南面包卷。未发现其他共同食物暴露史。

环境调查

通过对涉事面包店的检查，发现该面包店每天约售卖

300个越南面包卷（含有生蛋黄酱/黄油和鸡肝酱）。

从储物冰箱中采集的鸡肝酱标本、以及从食物制

作区域采集的生肉（猪肉）、鸡肝酱搅拌器、刀片以

及鞋的拭子样本中检出与聚集性病例相同MLVA基因型

的鼠伤寒沙门氏菌。

控制措施

新南威尔士州食品局发布了禁止销售所有来自涉事面

包店面包卷的禁令。后续的环境标本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当新南威尔士州食品局认为该面包店在食品安全

方面的认识和操作均得到改进后会解除该禁令。由于

该面包店在蛋黄酱或鸡肝酱的安全制备和储存方面缺

乏足够经验，因此该面包店被禁止使用蛋黄酱或鸡肝

酱。

讨论

时空聚集性病例扫描的应用以及MLVA基因分型检测技

术及时发现了新南威尔士州的鼠伤寒沙门氏菌暴发疫

情，并进而促使多部门采取干预措施以防止疫情进一

步扩散。本次暴发疫情与食用同一来源的具有流行病

学和生物学关联的越南面包卷（含有猪肉或鸡肉、鸡

肝酱和生蛋黄酱）有关。分子分型技术在病例样本、

面包店的酱料和猪肉标本中检出同一MLVA基因型的鼠

伤寒沙门氏菌，提示该面包店的酱料和猪肉可能是病

例感染的来源。在既往报道中，鸡蛋、猪肉、鸡肉和

沙拉卷均曾引起较大规模的暴发1–5。

从面包店的食品标本和物品表面拭子中检出鼠伤

寒沙门氏菌提示该面包店的食品加工和一般性卫生操

作达不到标准。2007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食品标准

法的一项调查发现，面包店的食品加工操作规范程度

不如其他类型食品工业6。导致沙门氏菌暴发的其他因

素包括储存和冷藏不当、使用过期鸡蛋、新旧批次食

物混合使用以及清洁操作不合格4。

2.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中有实验室确诊证据

者，即MLVA基因型为3–16–9-11–523的鼠

伤寒沙门氏菌阳性者。

对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通过电话进行联系，

在获得知情同意后对其进行访谈，使用的访谈问卷为

国家认可的用于形成沙门氏菌感染假设的标准化问

卷，通过问卷获得病例的临床表现、发病日期、病例

入院和治疗情况、以及接触史和环境暴露史等信息。

此外，还专门收集了病例发病前7日内的家庭食品采

购、在外就餐、特殊饮食等信息以及与摄入食品有关

的开放性问题，还有一部分问题是关于病例发病前可

能摄入的高危食品的详细信息。使用Excel 2010 录入数

据并分析。

环境调查

为了回应对面包店的投诉，向新南威尔士州食品局

（New South Wales Food Authority，NSWFA）通报了

本次疫情，并于2015年9月25日对涉事面包店进行了检

查，采集了面包店48份环境和涂抹标本送实验室检测。

结果

流行病学调查

2015年9月1日至15日期间，西南悉尼共发现26例鼠伤寒

沙门氏菌感染病例，其中24例病例的粪便标本中培养出

鼠伤寒沙门氏菌，相关信息报告至NCIMS系统；另外

2例病例是2例沙门氏菌培养阳性病例的家庭接触者，

他们向西南悉尼地方议会进行了投诉。这两名家庭接

触者与NCIMS系统报告的病例有相似的食品暴露史，

并且在同一时间段内发病，但这2例病例的粪便标本未

能获得。对24例病例分离出的鼠伤寒沙门氏菌进行了

MLVA基因型检测，其中19例检出3–16–9-11–523 MLVA
基因型，另5例检出其他MLVA基因型（图1）。

在19例MLVA基因型为3–16–9-11–523的病例中，

访谈了12例。在5例具有不同MLVA基因型的病例中，

对其中1例在获得其MLVA分型结果前进行了访谈；对

1例与聚集性病例有关但未获得标本的病例也进行了访

谈（图1）。

14例被访谈病例的人口学信息和暴露情况详见

表1。病例年龄范围为1至77岁，43%的病例为1-16岁。

病例中女性比例（57%）高于男性（43%）。对其中的

9例（64%）病例进行访谈，7例到医院急诊科就诊（

有7例需要住院治疗，有2例在急诊科接受治疗）。多

数病例（64%）称发病前曾食用猪肉面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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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减少食源性疾病、并进一步明确食源性疾病的原

因。2008年，OzFoodNet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成功的

暴发调查可以避免8.5万至130万澳元的经济损失，主要

是由于早期识别并从食品供应链中去除了被污染食品
1。本次暴发中，早期识别并去除被污染食品对于减少

与更多病例有关的经济损失非常重要。

本次调查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未对所有检出

同一MLVA基因型鼠伤寒沙门氏菌的病例进行访谈，因

此未被访谈病例的感染来源尚不清楚；其次，受时间

和资源所限未能选择对照组，如果有对照组，则有更

强有力的证据指向可疑食品和面包房。然而，从病例

临床样本、食品以及环境标本中检出明确型别的MLVA
基因型鼠伤寒沙门氏菌，为病例与可疑食品之间的流

行病学关联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最后，未能获得足

够的数据查明蛋黄酱是否为可能的污染来源。

GIS在常规监测中的应用发现了2015年9月发生在

新南威尔士州由同一MLVA基因型鼠伤寒沙门氏菌引起

的时空聚集性病例。通过深入调查，发现部分病例和

某面包店的食品及环境标本间具有流行病学关联。尽

管本次调查不能将所有病例与面包房的同一MLVA基因

型鼠伤寒沙门氏菌关联起来，但调查所获得的证据足

以支持当地卫生官员采取强制措施，禁止面包店自行

制备鸡肝酱和生蛋黄酱，以限制鼠伤寒沙门氏菌在社

区内的进一步播散。

食源性疾病每年给澳大利亚造成约12亿澳元的经

济损失，主要由于医院就诊、误工生产力损失或照顾

患病家人所致1,3。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了Oz食
物网络（OzFoodNet），作为与澳大利亚各州和各地

区卫生部门的联合倡议，以促进食源性暴发的全国监

共调查26例病例

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病例的家
庭接触者并发病：
2例（未采集标本）

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病例：
24例（培养阳性并且进行了

MLVA基因分型检测）

5例为其他MLVA基因型
19例病例MLVA基因型为

3-16-9-11-523

1例接受访谈，1例未接受访谈1例接受访谈，4例未接受访谈12例接受访谈，7例未接受访谈

图 1. 病例调查情况

特征 病例数 百分比(%)*

性别    

女 8 57

男 6 43

年龄组（岁）   

1–16 6 43

17–30 2 14

31–40 3 21

40+ 3 21

医院就诊   

是 9 64

否 5 36

食品暴露   

猪肉面包卷 9 64

鸡肉面包卷 3 21

未食用面包卷 2 14

表 1.  2015年澳大利亚西南悉尼鼠伤寒沙门氏菌
感染疫情中被访谈病例的人口学信息及暴露
情况

* 百分比四舍五入到最近的整数，故合计不一定等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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