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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一起发生在某幼儿园的诺如病毒暴发疫情，为预防预警此类事件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采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

方法描述疫情的发生过程、三间分布、临床特征、确认检验。 采集相关人员肛拭子标本、可疑食物、剩余食品、餐具样品、饮用

水样本等，开展有效的实验室检测。 在搜索的 ３４ 例病例中，临床诊断病例为 ２９ 例，实验室确诊病例为 ５ 例，隐性感染者 １６
例，罹患率为 １６．５９ ％，无重症和死亡病例。 病例分布在各楼层的 ５ 个班级，年龄 ２－５ 岁之间。 症状主要为呕吐（１００％）、腹泻

（２３．５２％）、恶心（５５．８８％）、腹痛（５８．８２％）、发热（６７．６５％）。 实验室检验结果为诺如病毒 ＧＩＩ 型和 ＧＩ 型、ＧＩＩ 型混合，常见肠

道致病菌均为阴性。 依据《诺如病毒感染暴发调查和预防控制技术指南（２０１５ 版）》，结合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病例临床表现

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研判本起事件为人员交叉感染诺如病毒引起的暴发性疫情。 加强对幼儿园全方位管理、开展相关健康教

育宣传和防控培训，对有效预防和减少类似疫情的发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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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如病毒是一种肠道病毒，人感染发病后以腹

痛、腹泻、呕吐为主要表现症状，在我国属于法定的

丙类传染病。 该病毒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和传播能

力，极易在学校、幼儿园、养老院等人群聚集场所发



生暴发流行［１－２］。 近年来，诺如病毒感染呈上升趋

势，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 目前尚

无批准的诺如病毒疫苗或抗病毒药。 诺如病毒可以

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主要是通过摄入被污染的食物

和水、触摸被污染的物体、接触患者，甚至是吸入呕

吐产生的气溶胶等途径［３－５］。 全球每年约２００ ０００人
因感染诺如病毒而致死，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的儿童［５－６］。 据全国突发疫情网收到的诺如病毒聚

集和暴发疫情报告，幼儿园报告比例远高于其他发

病场所。 急性胃肠炎患者中诺如病毒的检出率均在

２０％ 以上，是引起我国儿童和成人急性胃肠炎暴发

及散发流行的主要病原之一［７－８］。 本文对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发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幼儿园的一起

由诺如病毒感染引起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旨
在为开展诺如病毒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为预防控制

此类事件提供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

　 　 （１）基本情况。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 时许，某疾

控中心值班人员接到某医院急诊科电话报告，接诊

３ 名有呕吐症状的幼儿，均来自同一幼儿园。 随后

立即开展调查工作。 截至 ４ 月 ２９ 日，该幼儿园累计

报告病例 ３４ 例，所有病例均已痊愈，
　 　 （２）调查对象。 某幼儿园所有的教职员工、幼
儿、家长。 疫情发生时幼儿园饮食、饮水、外环境等。
　 　 （３）研判依据。 《诺如病毒感染暴发调查和预

防控制技术指南（２０１５ 版）》，《感染性腹泻诊断标

准（ＷＳ２７１－２００７）》。

１．２　 方法

　 　 （１）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査方法，
依据《诺如病毒感染暴发调查和预防控制技术指南

（２０１５ 版）》对暴发疫情以及病例定义的要求，参照

该幼儿园出勤记录开展主动搜索病例。 同时采集病

例和教职工的肛拭子、可疑食物、剩余食品、餐具样

品、饮用水等样本，开展有效的实验室检测。
　 　 （２）统计学方法。 将现场流调资料及实验室检

测结果使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处理

和分析。 对患者的发病时间、分布进行流行病学

描述。
　 　 （３）病原学检测

　 　 １）病毒检测。 对采集的样本，采用上海伯杰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诺如病毒Ⅰ型 ／ Ⅱ型核酸检测试

剂盒，运用荧光定量 ＰＴ⁃ＰＣＲ 方法确定基因型。
　 　 ２）致病菌检测。 对采集的样本，进行其他常见

肠道致病菌检测，包括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

菌、志贺氏菌、副溶血弧菌等。

２　 结　 果

２．１　 自然概况

　 　 某幼儿园属于民办幼儿园，占地面积２０００ ｍ２，
厨房面积３００ ｍ２。共有教职工 ３５ 人，全园在册儿童

２４０ 人，４ 月 １３ 日首例病例当天出勤儿童 １７０ 人。
该园建筑是一栋 ４ 层楼房（详见表 １）。 每层的三个

卫生间，分别供教师、男童、女童使用。 平时每个班

级按照课程表安排在三楼的公共教室上课，每周不

定时有一次在公共乐高室和美术室共享的活动，户
外活动期间会共同使用滑梯等设施。

表 １　 某幼儿园各楼层布局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楼 层 用 途

三层 活动教室（全园孩子共用） 共 ３ 个卫生间

二层 托某 ２ 班※ 小某 ３ 班 中某 ２ 班 大某 １ 班 共 ３ 个卫生间

一层 托某 １ 班※※ 小某 １ 班 小某 ２ 班 中某 １ 班 共 ３ 个卫生间

地下室 食堂 卫生间

注：※为首发病例所在班级；※※罹患率最高班级。

２．２　 流行病学调查

　 　 （１） 主动搜索 ３４ 例病例，临床诊断病例为 ２９
例，罹患率为 １６．５９％，隐性感染者 １６ 例，无重症和

死亡病例。
　 　 （２） 首发病例，罗某，女，３ 岁，所在班级是托某

２ 班。 ４ 月 １３ 日早 ７ 点 ３０ 分和 ８ 点 １５ 分于家中、幼

儿园呕吐各一次，无其他症状。 发病后幼儿园立刻

通知家长将孩子接走，后再未返园。
　 　 （３） 临床表现，在 ３４ 例病例中，症状主要为呕

吐、腹泻、恶心、腹痛、发热。 有 ６ 名幼儿因恶心、呕
吐症状到相关医疗机构就诊，临床诊断为急性胃肠

炎。 详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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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某幼儿园诺如病毒感染病例临床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症状 发生人数 百分比 ／ ％ 合计 ／ ％

发热（℃）
３７．０ １２ ３５．２９
３８．０ １１ ３２．３５

６７．６５

恶心 １９ ５５．８８ ５５．８８

呕吐次数（次）

２ ７ ２０．５９
３ ９ ２６．４７
４ １１ ３２．３５
１０ ７ ２０．５９

１００

腹痛 ２０ ５８．８２ ５８．８２

腹泻人次

１ ３ ８．８２
２ ３ ８．８２
３ ２ ５．８８

２３．５２

　 　 （４） 餐食及饮用水。 从第一天（４ 月 １３ 日首发

病例）至第四天（４ 月 １６ 日）幼儿的菜谱内容详见

表 ３。该幼儿园使用市政供水，一楼有开水间，全园幼

儿与老师共同饮用。 近期没有停水情况发生。
　 　 （５） 病例分布情况

　 　 １）时间分布。３４例病例中，首例病例发病时间

在第一天（４ 月 １３ 日）１７ 时，后续发病高峰集中在第

四天 １６ 时至第五天 ２ 时。 详见图 １。

图 １　 某幼儿园诺如病毒感染病例时间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２）空间分布。 ３４ 例病例，分布在 ５ 个班级，其中

３ 个班级在 １ 楼，２ 个班级位于 ２ 楼；首发病例在二

层的托某 ２ 班，罹患率最高的班级为一层的托某

１ 班（３ 名教师均为隐性感染者），罹患率为 ７０．３７％。
班级所在楼层均有病例。 详见表 ４。

表 ３　 某幼儿园四天食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Ａ ｆｏｕｒ⁃ｄａｙ ｒｅｃｉ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项目
第一天（４ 月 １３ 日）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

早餐

８：１０

葡萄干 糯米粥

玉米熔鲜奶卷

金银双丝

麦片红薯粥

玫瑰蔓越莓包

葱香油菜

海鲜粥

椒盐千层饼

酱油蛋

蜂蜜核桃吐司

黑芝麻糊

台式烤肠

水果

９：４０
香蕉

圣女果

西瓜

黄元帅

水蜜桃

香梨

猕猴桃

沙糖桔

午餐

１１：３０

小人参米饭

焦烧肉条

肉末豆腐

碧绿萝卜粉丝汤

绿豆芽高粱饭

蚝油黑椒牛柳

干锅包菜

紫菜海米西瓜片汤

腐汁卤肉饭

鱼丸烧冬瓜

银耳瘦肉汤

芸豆米饭

丰收农家炖

上汤西兰花

鲫鱼奶白汤
加餐

１４：３０
冰糖银耳雪梨羹 鲜牛奶 冰糖山楂汁 水果奶昔

晚餐

１５：３０

海苔沙拉肉松饭团

菠菜丸子汤

金沙玉米

杂粮玉米面粥

兔兔包

番茄龙利鱼

咖喱时蔬

黄桥烧饼

五谷燕麦粥

可乐鸡翅

酱香茄子煲

肉龙卷

青椒肉丝

滑菇蔬菜汤

表 ４　 某幼儿园诺如病毒感染病例班级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班级 病例数 班级人数 罹患率 ／ ％ 隐性感染者（教职工）
托某 １ 班 １９ ２７ ７０．３７ ３
托某 ２ 班 ４ １６ ２５．００ ３
小某 １ 班 ２ ２３ ８．６９ ３
小某 ２ 班 ２ ２３ ８．６９ １
小某 ３ 班 ７ ２４ ２９．１７ １

食堂 ５

　 　 ３）年龄分布。 ３４ 例病例中，２－５ 岁年龄组，其中

２ 岁 １ 人，３ 岁 １７ 人（占比最高），３ 岁半 ３ 人，４ 岁

１２ 人，５ 岁 １ 人。 男性 １４ 人，女性 ２０ 人，男女性别

比为 １：１．４３。 详见表 ５。
２．３　 实验室检测结果

　 　 （１）病毒。 ４ 月 １６ 日采集 ６ 例就诊的临床诊断

病例肛拭子，其中 ５ 例为诺如病毒 ＧＩＩ 型阳性（托某

１ 班 ４ 例，小某 １ 班 １ 例）。 ４ 月 １７ 日采集幼儿园教

职工肛拭子 ３４ 份、环境样品 ４８ 份，其中 １６ 份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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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病毒 ＧＩＩ 型阳性（无症状教职工），其中 １ 份为诺

如病毒 ＧＩＩ 型和 ＧＩ 型混合感染。
　 　 （２）致病菌。 由于报告时间较晚，有效标本数量

有限。 共采集剩余食品 １７ 份、餐具样品 ２５ 份、肛拭

子 ７ 份。 分别进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菌、志
贺氏菌、副溶血弧菌检测，均未检出，为阴性结果。

表 ５　 某幼儿园诺如病毒感染病例年龄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年龄 ／ 岁 病例数 ／ 例 百分比 ／ ％
２ １ ２．９４
３ １７ ５０
３．５ ３ ８．８２
４ １２ ３５．２９
５ １ ２．９４

３　 讨　 论

３．１　 相关因素分析

　 　 （１）餐饮。 通过表 ３ 可见，该幼儿园每天有两次

水果加餐，确认有人员参与完成（例如水果奶昔、冰
糖山楂汁等）；菜品和水果又经由保育员取餐到各班

级。 教职工有诺如病毒隐性感染者，饮用水样本未

检出。 评估教职工在食堂备餐、用餐等餐饮环节，存
在相互接触传播诺如病毒的风险。
　 　 （２）环境。 通过表 １ 可见，该幼儿园每层楼的教

职工共用同层卫生间、儿童共用乐高室和美术室以

及户外游乐设施。 而每层楼都有病例和隐性感染

者，研判存在病例、环境设施交叉感染的风险。
　 　 （３）病例。 首发病例发生在二层的托某 ２ 班，发病

后再未返园，后续发病高峰集中在第四天（４ 月 １６ 日）
１６ 时至第五天 ２ 时（图 １）。 而位于一层的托某 １ 班的

罹患率最高（７０．３７％，表 ４），其实验室确诊病例有 ４ 例，
该班级 ３ 名教师又均为隐性感染者，与年龄 ３ 岁（托班

儿童）发病占比最高（５０％，表 ５）相吻合。 因此研判此

次疫情存在人员接触性传播的风险。 同时，４ 月 １７ 日

疾控中心接到医院报告，立即采取干预措施（图 １），疫
情方得以控制，也暴露幼儿园防控意识不强、健康管理

不当，采取措施不及时等问题。
综上，此次疫情搜索病例 ３４ 例，临床诊断病例

２９ 例，实验室确诊病例 ５ 例，罹患率为 １６．５９％，无重

症和死亡病例。 采集的剩余食品 １７ 份、餐具样品

２５ 份、肛拭子 ７ 份均未检出致病菌。 结合流行病学

调查、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测，本次事件不符合食物

中毒的特征，并排除市政供水水污染，研判为一起诺

如病毒接触性感染的暴发疫情。 通过科学处置，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
３．２　 防控建议

　 　 建议托幼机构加强晨午检工作，并做好因病缺

课的随访，一旦发现有呕吐、腹泻等症状集中趋势

时，要第一时间采取控制措施，控制疫情进一步扩

散；加强对食堂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杜绝带病上

岗；加强对餐饮用具、设施设备、食品加工场所环境

的清洁消毒工作；对高风险食品应深度加工，保证彻

底煮熟；不加工生食，备餐各个环节应避免交叉污

染；加强对饮用水监管和卫生学监测等安全管理，对
商品化饮用水须查验供水厂家的资质和产品合格证

书；加强托幼机构室内的日常通风以及户外游乐等

公共设施的消毒工作。

４　 结　 论

　 　 据文献报道，发达国家每年因诺如病毒感染引

起的暴发疫情约占总急性胃肠炎暴发疫情的

５０ ％［９］。在我国诺如病毒感染疫情常发生在托幼机

构等低年龄阶段［１０］。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信息系统》显示，２０２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报告诺

如病毒疫情总数为 ９７７ 起，发生在幼儿园占比 ３４％，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报告诺如病毒疫

情总数为 １４ 起，发生在幼儿园占比 ４６％。 传播途径

主要是人传人。 黑龙江省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报告诺如

病毒感染疫情事件 ５ 起，其中发生在幼儿园 ３ 起。
儿童的生理特点是导致其发病的频率、发生疫情的

风险高于其他人群的主要原因［１１］。
在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中发现，部分幼儿园教职

工对诺如病毒防控知识了解非常有限，掌握相关防

控知识水平偏低，这与全国其他省份城市的研究结果

一致，是幼儿园诺如病毒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之

一［１２］。 建议强化传染病防控工作，制定专属规章制

度，提高防范意识；强化相关培训，宣教防治知识；在
疫情发生后，建议强化密切与专业技术人员沟通，做
好病例跟踪、及时闭园、终未消毒等管理工作，强化晨

午检、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早隔离，防止和避免疫

情进一步扩散［１３－１４］。 同时建议加强教育机构、卫生监

督等多部门沟通协调，共同提高防控效率，以更好的

规避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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