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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说新语

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
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1亿人感染沙门氏菌。

近日，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支持的首届沙门氏菌预防与
健康促进专家研讨会在京举办。与会专家提醒公众，积极关注
沙门氏菌危害，提高食品安全防护意识。

夏秋季为感染高峰期，儿童感染占比较高

不可忽视的沙门氏菌
本报记者 王美华

夏秋季为感染高峰期，儿童感染占比较高

不可忽视不可忽视的沙门氏菌的沙门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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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源性疾病事件中
占比近八成

“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
性病原菌，感染后可引起发热、恶
心、呕吐、腹泻等一系列症状，严
重时甚至可以危及生命。”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
丁钢强介绍，该中心监测数据显
示，在中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
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感染占比约
70%—80%。

丁钢强介绍，每年的5月—10
月为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高峰期，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正处在夏季高
峰期，需要格外警惕。鸡蛋及没有
煮熟的鸡肉是主要的沙门氏菌感染
源，应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加强沙
门氏菌感染的监测和发现，及时控
制相关病例及疫情。”

“沙门氏菌是一大类菌，如伤
寒沙门氏菌、甲型副伤寒沙门氏
菌、肠炎沙门氏菌等会引起人类传
染病或食物中毒。”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何
计国介绍，使人患病的沙门氏菌主
要来源于有症状的感染者或带菌
者，沙门氏菌感染的动物（鸡、鸭等
禽类，猪、牛等牲畜，鼠类或野生动
物等）也是重要的污染来源。此
外，食品在储存或加工过程中，如
果操作不当也可能导致交叉污染。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统 计 数 据 显
示，每年约有1.15亿人因感染沙门
氏 菌 患 病 ， 其 中 37 万 人 因 此 死
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闫梅英介绍，
中国近期多个省份的疾病负担调查
发现，沙门氏菌每年发病率约为
245/10万。

何计国介绍，防控沙门氏菌污
染可以从以下 5方面入手：在原料
采购上，要尽量选购新鲜的、工业
化生产的蛋品，尽量保持低温运
输、储藏；在从业人员方面，直接
生产食品的从业人员需健康证明及
卫生防护；在食品加工场所上，注
意场所的布局，防止交叉污染并保
持清洁，加强苍蝇、蟑螂等病媒生
物的防治；在加工器具和设备设施
方面，注意厨具、水池的生熟分

开，及时清洁消毒，可使用酒精或
紫外线杀毒；在食品制作时，注意
烹饪熟透并及时食用。

在丁钢强看来，预防和控制沙
门氏菌感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和其
他感染性疾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加强食品安全和卫生方面的监
管；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水平；进一
步加强科学监测和控制，建立完善
的监测系统，及时预防和控制相关
的病例和疫情。

蛋品沙门氏菌管控标
准亟待建立

“蛋及蛋制品是沙门氏菌高检
出产品。”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国家蛋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
员会委员杨严俊介绍，蛋品沙门氏
菌来源可分为外源感染和内源感
染：外源感染，如鸡蛋的外壳直接
沾上了含有沙门氏菌的泥土或母鸡
的粪便；内源感染指的是产蛋的母
鸡被沙门氏菌感染，细菌从母鸡体
内进入到鸡蛋中。外源感染和内源
感染有很大区别，内源感染的鸡
蛋，除非把它煮熟，否则后续不管
采用什么措施补救，都无法杀掉沙
门氏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生
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国民壳蛋烹饪
方式正发生很大的变化。

“溏心蛋、温泉蛋、水冲蛋等
低温蛋制品备受欢迎，而且低温蛋
制品在营养素保留和吸收率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杨严俊介绍，国内
传统的煮、蒸、炒等烹饪方式有利
于充分杀菌，但研究发现，高温短
时加热的溏心蛋的蛋白质消化率最
高，且不会破坏蛋黄脂溶性维生
素，可随之而来的沙门氏菌隐患不
容忽视。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蛋品消费
国，每年鸡蛋消费量超过2900万吨

（大约4000亿枚），如此庞大的蛋品
消费量，蛋品沙门氏菌管控显得尤
为重要。“烹饪模式的转变、对营
养健康的追求，可能会带来一些潜
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及时制定比
较严格的标准。”杨严俊说。

“中国一直非常重视沙门氏菌
的防控。在相关的食品安全规定
中，对防控沙门氏菌有着严格的要
求，但在鲜鸡蛋领域，还缺乏针对
沙门氏菌的源头防控标准。”杨严
俊说，“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
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蛋品沙
门氏菌管控方法和标准，建议从种
源、饲料、孵化、养殖、鸡舍环

境、人员流动、产蛋、包装、运输
等全产业链对沙门氏菌进行防控。”

重点关注“两头人群”

专家介绍，夏季可以说是致病
菌的“天然培养皿”——夏季高温
环境下，空气湿度增大，更利于致
病菌成倍繁殖。通常，被沙门氏菌
感染的食物表面没有任何变化，也
没有气味的改变，因此，仅靠外观
很难察觉。

“人感染沙门氏菌后有一个潜
伏期，一般为 6—24 小时，临床上
表现为胃肠炎，可能出现血便、呕
吐、发烧，比较严重的可能出现
持续性的腹泻或高烧，5%的感染
人群会出现侵袭性表现，比如菌血
症、脑膜炎。”北京儿童医院感染
内科副主任医师郭凌云表示，这些
症状较重的患者以“两头人群”为
主，即儿童和老年人易出现较严重
的感染。

“沙门氏菌对儿童的健康影响
较大。”闫梅英表示，在我国，夏
秋季为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峰期，5
岁以下的婴幼儿感染较为普遍。因
此，应注意食物加工过程的卫生管
控，可选择“无菌蛋”“清洁蛋”
进一步保证婴幼儿食品安全。

“ 无 论 从 全 球 哪 一 个 区 域 来
看，5 岁以内的小年龄段儿童感染
非伤寒沙门氏菌风险都是非常高
的。”郭凌云提醒家长，绝大部分儿
童感染沙门氏菌后只出现轻症胃肠
炎的表现，可以通过服用止泻药、补
液盐、益生菌治疗；1/4左右的孩子
症状较重，需要住院诊治，如果孩
子年龄特别小，免疫功能低，出现
持续性发烧，父母应带孩子及时就
医，可积极选择抗菌药物治疗，在
采 集 大 便 的 时 候 要 注 意 “ 早 、
准”，尽量在抗生素使用之前，采
集有血丝的大便，有利于大便常
规、大便培养检测阳性率更高。

如何预防儿童沙门氏菌感染？
郭凌云提醒，家长要督促孩子用

“七步洗手法”做好手部卫生，同
时加强孩子的饮食卫生管理，注意
增强体育锻炼，提高孩子自身的免
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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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邱煜雯）“同学们，练习八段锦对脊柱健康很
有益处。”近日，2023年校园中医药文化主题日示范活动在北京理
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举办。在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代金刚正
在教同学们习练八段锦。

脊柱不正百病生。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脊柱侧
弯已成为继肥胖症、近视后第三大青少年“健康杀手”。2023年
世界脊柱健康日前后，“守护脊柱健康 中医药在行动”校园中
医药文化主题日活动在全国600多所中小学校陆续开展，共吸引
了近35万人参与。

体育课上，同学们意气风发地挥舞手中的太极扇，在扇的
摆动与太极的招式结合之中，展现刚柔并济；多媒体教室里，
同学们围坐在一起，根据刚刚学到的茭白知识，点选出面前屏
幕上的正确答案；“百草园”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中草药……
近年来，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开设众多特色课程，创办
中医药文创作品展、游园会等，吸引在校学生了解、认识中医
药，让同学们的校园生活时时浸润在中医药文化氛围之中。

现场活动结束后，同学们一起观看了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展
示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集锦和“守护脊柱健康 中医药在行
动”校园中医药文化活动视频短片。现场的同学们与视频中的
孩子们一起，进一步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领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 提出，丰富
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校园活动。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等部门积极发挥校园中医药文化主题活动的平台作用，创新活
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帮助青少年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增
进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让中医药文化在校园里
生根发芽。

2023年校园中医药文化
主题日示范活动在京举行

近日，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学生们在展示
太极扇的风采。 邱煜雯摄（人民视觉）

近日，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学生们在展示
太极扇的风采。 邱煜雯摄（人民视觉）

健康视线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托举幸福“夕阳红”

图为5月30日，在江苏省海安市滨海新区的天成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天晟牧园集蛋中心内，工人们正在智能化生产线上分拣新鲜的鸡蛋。

翟慧勇摄（人民视觉）

近年来，山西省沁水县着眼破除农村敬老院运行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管理模
式、盘活闲置资源、撤并淘汰条件落后的敬老院，推动优质敬老院转型升级为区域养
老服务中心，实施乡镇敬老院县民政局统管体制改革，全方位提升了公办养老机构的
服务水平。

图①：老人们在当地的敬老院里喝茶聊天。
图②：工作人员推着坐轮椅的老人在敬老院里活动。

吉 阳摄 （人民视觉）

①①

②②

小时候，我只听过两种茶：大碗茶和碧螺
春。后来认识茶，是因为学了中医，发现茶也
是一味药。例如川芎茶调饮，《本草撮要》 记
载：“茶叶味苦甘。入手足少阴太阴厥阴经。功
专清心肺、涤肠胃。得甘菊治头痛，得生姜水
滞下，酒后饮之，引入膀胱肾经。”但茶终究寒
凉，本人素体脾胃虚寒，记得一次喝普洱茶，
喝到一半就去了卫生间，以后就很少喝茶，但
一次偶遇改变了我的看法。

前不久，我去逛北京雍和宫边的五道营胡
同，到了一家小店。店主人是我的好朋友，邀
请我喝碧螺春。这是一款绿茶，当时到了吃晚
饭的时间，我怎敢空腹喝绿茶？于是婉言谢
绝。但朋友说，你尝尝，保证不寒。她说这茶源
于一棵有 80年树龄的茶树，采自洞庭湖的山上，
山向阳，这是这棵树采出的第一茬明前茶，经过
人工采摘、杀青，且用的是柴火，自不会和其他绿
茶一般。禁不住劝说，我坐下来一品这碧螺春。
几杯入肚，我惊奇地发现，胃肠竟感觉微暖而
舒适，完全没有腹泻的意思，噫气几声，颇感
舒适，而且竟有饱腹感。一直喝到晚上8时才离
开，空腹喝茶，没有任何不适，还有轻微的饱
腹感，也不觉饥饿，暖茶入胃，微微汗出，甚
感舒适。后来朋友送了我一点这个碧螺春，我
回去喝，每次的感觉都一样，看来绝非巧合。

这一次偶遇让我改变了对茶尤其是绿茶的
认识，也让我想起一位长者曾说，其父年过九
旬，喝了一辈子茶，长寿而健康，长者亦如
是。我初以为体质使然，现在看来不尽然。近
来仔细思考，忽有所悟。

茶性虽凉，但最终其性之冷暖，大致取决
于两个因素，一是生长环境，是偏阴冷寒湿之
地，还是温暖阳光之属。就像北方的葡萄和新
疆的葡萄不同一样，中药有一味药牛膝，四川
的川牛膝活血，而河南的怀牛膝则补肝肾。又
如人参，产在东北的人参性温，而西洋参则偏
凉，此皆产地不同。而产地不同，其本质是生
长环境不同，包括温度、日照、土壤以及种植方式不同等。

二是加工方法，这一点或许更重要。大多数茶都要经过杀青，杀青
中有一步是用火烘烤。中医认为经过火炮制过的中药和生药，其寒热温
凉之性常常不同。例如生甘草，性寒凉而清热解毒，经过火炙的炙甘草
则健脾补气；生地黄性凉而凉血活血，而经过火蒸制的熟地黄则性微温
而补肾等。大凡经过火制的药材，大多会带一些温性，当然还决定于火
制的具体方法，甚至柴火和烤箱也不尽相同。

茶叶的加工有很多工序，其中多有火制之工，或烘烤或蒸制。这种
制茶的工艺决定了茶的寒温冷暖。我以前认为发酵茶如红茶、黑茶等不
寒，是我不了解茶的发酵工艺过程所致。茶的发酵多是将茶叶摊平放在
25 摄氏度左右的室温下静置，进行发酵，所以和火制不同。故综上所
述，茶之冷暖看环境、看工艺。

这样看来，体质寒的人并非不能喝绿茶，反而一些发酵茶，如普洱
茶不一定适合。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茶，并且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
就找到养生之道了。

（作者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