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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多家医院了解
到，每年的5月-10月是沙
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
什么是沙门氏菌？它存在
于哪些食物中？感染后有
何症状和后果？如何预
防？记者请宁波市医疗中
心李惠利医院感染病专家
为大家进行分析。

冰箱里的熟螃蟹
把老太太放倒

68岁的汪阿婆怎么也没料
到，竟然会被吃了一辈子的螃蟹
给放倒，还住进了医院。医护人
员在她的血液里查出了罪魁祸
首——沙门氏菌。

这几天，菜场里的螃蟹物美
价廉，汪阿婆一口气买了好几
斤，吃不完的熟螃蟹就放进冰箱
冷藏。

第二天中午，汪阿婆拿出冰
箱里的螃蟹后，没有加热就吃了
起来。当天下午，她的肚子就开
始不舒服，出现腹痛、腹泻的症
状。到了晚上，汪阿婆已经双腿
发软，浑身冒冷汗，在床上昏睡
过去。第三天早上，她浑身无
力，根本下不了床，面色苍白，可
腹泻还没停止。见汪阿婆这副
模样，老伴喊来了子女，一起把
她送到了李惠利医院。

了解到汪阿婆之前吃过隔
夜螃蟹，该院感染科主任许烂漫
为患者做了沙门氏菌筛查。结
果显示，沙门氏菌已经入侵血
液，引发了败血症。

大部分人在进食受沙门氏
菌污染的食物后，根据摄入的细
菌量多少，会在6小时-72小时
内出现恶心、发烧、腹痛、腹泻及
呕吐等食物中毒症状，免疫力低
下的老人、婴儿等感染后病情相
对会比较严重。“沙门氏菌对很
多抗生素都比较敏感，关键是要
早期诊断与治疗，绝大部分病例
是能痊愈的。”许烂漫说。

许烂漫介绍，沙门氏菌是一
种可在人类及动物的肠道内存在
的细菌，是一种最常见的食源性
致病菌，动物源性食物如蛋、肉和
生乳等都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

“目前，我国由沙门氏菌引起
的食源性疾病居细菌性食源性疾
病的首位。”许烂漫说，每年的5
月-10月是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
季节。最近几个月以来，感染科
和肠道门诊接诊的沙门氏菌患者
至少比以往多了一半。

一般来说，蛋、家禽和肉类及
其制品、生乳等产品是沙门氏菌
致病的主要传播媒介，但近年来，
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隔夜菜、烧烤、
糕点、即食食品特别是海产品引
起的食源性疾病也多次发生。尤
其是宁波人爱吃的呛蟹、醉虾，以
及三文鱼刺身，都有可能感染沙

门氏菌。
“汪阿婆就是这样的情况，受

沙门氏菌污染的生食或未经彻底
煮熟的蛋或蛋制品放在冰箱里，
沙门氏菌又污染了螃蟹，食用时
没有彻底煮熟，才导致汪阿婆感
染了沙门菌。”

再来看看韩国这几起紫菜包
饭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在韩国，
紫菜包饭是人们最常吃的平价食
品之一，紫菜包饭频出食品安全
问题，一方面是大量使用鸡蛋作
为食材，而最常引起食物中毒的
细菌沙门氏菌就常见于生鸡蛋表
面，一些小型店铺从低价渠道购
入的鸡蛋，清洁和冷链程序都不
到位，蛋壳上残留的细菌可能引
发交叉污染。另一方面，制作紫
菜包饭需要用手包裹食材，直接
接触下很容易造成污染。

沙门氏菌污染食物后，食物
的外观不会发生变化，气味也不
会有异样，因此，它有着很强的迷
惑性。

那么，如何减少沙门氏菌引起
的食品安全隐患？许烂漫建议：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
便后要洗手；不吃生肉或未经彻
底煮熟的肉，不生吃鸡蛋，不喝生
奶；厨房的砧板要生熟分开。尤
其是加工生鲜海产品和生肉类食
品后，务必将砧板洗净晾干，以免

污染其它食物；生家禽肉、牛肉、
猪肉均应视为可能受污染的食
物，情况允许时，新鲜肉应该放在
干净的塑料袋内，以免渗出血水
污染别的食物；对于市场销售的
各种即食食品，应尽量购买正规
品牌、包装完好的产品，并注意生
产日期和保质期，食用前注意是
否有变质情况；进食剩菜、剩饭前
要彻底加热；出现腹泻及时去医
院肠道门诊就医。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张林霞

如何预防沙门氏菌感染？

宁波人爱吃的呛蟹、醉虾容易感染沙门氏菌

宁波人爱吃的这些食物里
可能会有沙门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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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听力的话题
一起来聊聊
9月12日上午10点
耳鼻咽喉专家沈志森
做客甬上名医大讲堂

声音是我们感知世界、对外交流
的重要渠道，耳朵则是我们聆听和感
知世界的重要器官,听力一旦受损，往
往难以逆转，也会对生活造成极大影
响。9月12日（本周日）上午10点，甬
上客户端将推出第十二期“甬上名医
大讲堂”，邀请到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
利医院的耳鼻喉专家沈志森主任一起
来聊聊，有关耳朵和听力的话题。

我们是如何感知声音的？为什么
有些人的听力会下降？耳聋了该怎么
治疗？哪些常见耳病要引起重视？人
工耳蜗又是什么？节目中，专家将针
对这些问题一一解答。

本次直播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如
果您有关于听力的问题，可以在直播
当天进入“甬上名医大讲堂”直播间，
留言或提问。

如果您对以上内容感兴趣，记得
提前下载好甬上APP，在 9月 12日
（周日）上午10点打开甬上客户端，观
看此次直播的全部内容。

●相关链接

沈志森，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
医院二级主任医师，宁波市耳鼻咽喉
疾病诊断治疗中心主任。甬城十大名
医，十大科技追梦人，优秀学科带头
人，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
学会常委、浙江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等。年手
术量约1000台，擅长中耳炎、鼻窦炎、
咽喉部与甲状腺手术及头颈形态功能
再造。同时也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博士生、硕士生导师，先后主持省
级课题3项，顺利完成宁波市重大（重
点）科技攻关项目2项等。

记者 任诗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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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海产品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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