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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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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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集大便时要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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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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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入梅，勤劳的“梅姑娘”就开始
“冲业绩”。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监测统计，
截至18日下午5点，全省有150个乡镇
（街道）的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降水量
最大的是镇江丹阳，达到了228.3毫米的
大暴雨量级。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天气会十分
的潮湿、闷热，物品、食物等也易发霉。每
到梅雨季，医院接诊的胃肠道疾病、心脑
血管疾病、皮肤真菌病等患者就会明显增
多。记者邀请专家支招，梅雨季更要谨防

“梅雨病”。
注意病从口入
少吃生冷食物

梅雨季节，食物极易发生霉变。记者
从医院了解到，每逢梅雨季，门急诊的急
性胃肠炎等消化道疾病患者会有所增多。

“按照往年情况，一进入梅雨期，急性
肠胃炎、急性胃出血、急性胰腺炎、胆结石
尿结石等患者就会明显增多。”苏北人民
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朱振介绍，这是
由于周围环境炎热、潮湿，食物易发霉变
质，再加上长时间呆在空调房里贪凉，可
能会出现腹泻、呕吐等急性肠胃炎症状。

那在梅雨季节该怎样正确预防、应对
各种消化道疾病，防止肠胃“发霉”呢？朱振
建议，梅雨季节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
要多运动，加快血液循环，增加抵抗力；要
少吃生冷食物、夜宵，减少对胃肠道的刺
激；注意食品卫生，低温存放食物，食用前
严格消毒彻底加热；可以通过摄入一些具

有祛湿作用的食材来祛除湿气；空调温度
不要开太低，要注意胃部保暖，注意休息。

适时补充钾钠
慢病患者不能随意停药

“不要觉得心血管疾病只有冬季才会
高发，根据以往的情况，梅雨季气压较低，
也容易发生心梗，会出现一个心梗小高
峰。”苏北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何胜
虎表示，气温高、气压低，就会造成大量出
汗，皮肤蒸发水分快，造成血管血液浓缩，
如没有及时补水，很容易诱发心血管疾

病，特别是“三高”人群。
中老年人群在梅雨季如何预防心血

管疾病的发生？何胜虎建议，应适时补充
钾、钠，维持电解质正常。另外，夏天室外
热，房间里空调凉，这种反复由热到冷，由
冷到热的环境变化，对心血管患者是极其
不利的。身处的环境应尽可能保持相对恒
定的温度，开空调不能过冷，以身体一动
就微微出汗为好。最重要的是，患者应在
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量，绝不能擅自减量
或是停药。

闷热潮湿
皮肤癣病易“卷土重来”

梅雨季节闷热潮湿，各种霉菌、蚊虫
等大量滋生，不少市民备受湿疹、荨麻疹、

“癣类”等疾病的困扰。其实进入夏季以
来，医院皮肤病患者就诊率明显增高。

“每年这个季节，脚都痒得厉害，皮肤
抓破了，才好一些。”市民陈先生脚很痒，
脚后跟还脱了一层皮，一检查发现是得了
脚癣。

“梅雨季节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出汗，
同时雨天多，很多细菌、霉菌得不到很好
的消杀，这时候一些皮肤癣病很容易‘卷
土重来’。”苏北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
师陈菲菲建议，梅雨季节，要注意室内通
风透气，保持居家环境清爽干燥，此外，穿
着半干不湿的衣服也是导致皮肤病的又
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当皮肤有破损时，很
容易使皮肤过敏、感染，导致体癣、湿疹、
荨麻疹等皮肤疾病发生。与此同时，日常
生活中，很多人出现皮肤起屑、瘙痒症状
时，就自行购买治疗癣的相关药膏外涂，
结果不仅没有缓解病情，甚至还加重了，
患者一定不要随意用药。

“皮肤瘙痒不要用手去搔抓，也不要
用热水洗烫，这些都会加重原有疾病症
状，患者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平时穿
一些比较透气舒适的衣服和鞋袜。”陈菲
菲建议患者，得了皮肤病后要避免精神紧
张、情绪波动，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寻找病
因，去除刺激性因素。 （扬州网）

近日，北方大范围地区开启炙烤模
式，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中央气象台
18日0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

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新
疆南疆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达37~39℃，局地可
达40℃以上。

持续高温天气，有地区
出现了热射病病例。近日，
北京一名中年女性因热射病
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虽然
经近7小时抢救，但仍不幸
离世。作为高温杀手，热射
病是一种什么病？超40℃高
温来袭，如何预防热射病？
听听医生怎么说。
出现先兆中暑现象怎么办？

高温下，人体体温调节、
水盐代谢、消化、神经、泌尿和
循环系统会出现生理功能的
变化，当变化超过人体可承受
范围时就容易中暑。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急诊科主治医师贺明轶提醒，
高温环境下，如果出现头晕、
头疼、四肢无力、口渴、多汗、
心慌、胸闷、注意力不集中、动

作不协调等症状，但体温正常或略有升
高，就是先兆中暑。

贺明轶表示，如果出现了先兆中暑现

象：首先要尽快离开高温、高湿、封闭的环
境，然后到通风阴凉的地方；病情不太重
的情况，可适量饮用一些清凉的饮料，比
如淡盐水、盐茶水或者含盐的清凉饮料；
可用冷毛巾擦拭降温，一部分病人症状能
得到改善；家里可以备一些常温绿豆汤，
也有解暑降温的效果。

如何预防热射病？
专家介绍，重症中暑按临床表现不同

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三种，其中
以热射病最为凶险，它伴有多器官损伤，
病情严重者可危及生命。热射病的突出特
征是无汗、高热，并且神志模糊。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朱华栋说，
公众要关注天气变化，尽量避开高温高湿
环境。目前，没有治疗热射病的特别药物。

“如果发现病人出现特殊情况，比如已经
脑子不清楚，要将病人挪到阴凉下，把衣
服解开，用温水凉水擦拭身体，或者用电
风扇吹，并及时送医。”

高温高湿的气候因素和高强度体力
活动是导致热射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6
月到9月是热射病的高发时段。

朱华栋介绍，并非只有在户外作业的
人员是高发人群，一直在室内也有可能

“中招”。“在封闭的温度很高的环境，再加
上一些老年人有基础病，体温散热出现问

题，会出现非劳力性热射病；此外，还有坐
月子，夏天天气闷热再关着门窗，也容易
发生热射病。”

如何预防“空调病”？
高温难耐，不少朋友喜欢待在空调

房躲避炎热，但长期处在空调环境中不
仅容易头晕、头痛，还会有食欲缺乏、
上呼吸道感染、关节酸痛等症状，被统
称为“空调病”，特别是老人、儿童和妇
女更易得此病。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呼吸科主任
医师肖汉建议：在空调屋里尽量选用长袖
衣服，大汗淋漓时不要直接吹空调； 吹
空调时要注意通风透气； 在空调房间待
的时间较长，要注意补水； 最适宜的温
度是26度，选择低档的风，不能直吹，
尤其不能睡觉时冲头吹； 觉得足够凉爽
可以停或者间断停一下空调，两三小时间
断停为宜。

专家提醒，高温天气，要多喝水，减少
高脂饮食，增加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等
食品摄入，如蛋、奶、蔬菜和水果等，要控
制高糖、酒精饮料饮用和冰镇品食用。

如身边有人中暑，将其迅速转移到温
度过低的空调房间的做法是错误的，将患
者转移到22~25度的环境最适宜。

（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梅雨季节当防“梅雨病”

超高温来袭，如何预防？

·献血小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