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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季伏天的到来，许多致病菌迎来了一年当中温湿度最适

宜的时节，李斯特菌就是其中之一。小小的李斯特菌是怎么感染上

的？生活中应该如何远离李斯特菌？本期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溶血性链球菌、草绿色链球菌、
脑膜炎双球菌、肺炎双球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白喉杆菌、炭疽杆菌……
是不是每一个听起来都很吓人，但
这些细菌大都和人类打过上百年的
交道了，并不陌生，也不需要特别的
恐惧。下面这几个关于细菌的小知
识，你一定感兴趣!

不同浓度的酒精有什么作用？

不同浓度的酒精有不同的作用
效 果 。 我 们 日 常 喝 的 白 酒 大 都 是
40%- 60% 的 酒 精 度 。 而 医 学 上 ，
75%的酒精用于灭菌消毒；50%的酒
精用于防褥疮和发热病人的擦浴降
温。顺便说一下，在美国的很多药
店里不容易买到酒精，而是由苯扎
氯铵代替。原因你懂得，防止饥不
择食的酒鬼买来喝。

红药水和紫药水有什么不同？

小时候，一到夏天，判断一
个小朋友是否淘气最好的办法
就是看他的膝盖和胳膊肘是不
是 都 涂 上 了 红 色 和 紫 色 。 没
错，红药水和紫药水几乎是那
个时代有孩子的家庭必备，它
们 靠 的 是 阳 离 子 结 合 羧 基 杀
菌。

红药水指的是 2%汞溴红溶
液，其实红药水的消毒作用很
弱，只适用于皮肤或黏膜较小
创面的消毒。而且红药水含有
汞，消毒那些大面积伤口破损
的伤口，可能会造成汞中毒。

紫 药 水 是 1% —2% 龙 胆 紫
溶液，杀菌效果比红药水强，对
组织刺激性小，且能与黏膜、皮
肤表面凝结成保护膜而起收敛
作用，防止细菌感染和局部组
织液的外渗。也可以用于小面
积烧烫伤、湿疹、疱疹、口腔溃
疡等。

开水烫碗能不能杀菌？

热水消毒应该是追求高温，但是热
水的温度只能杀死极少细菌，不能起
到消毒作用。但是小餐馆的餐具都是
统一供应的，清洁过程极差，只漂洗一
遍。甚至好多大饭店餐具是直接在包
厢洗的，没有流动的水冲洗，洗涤剂严
重残留。所以用开水冲一遍对于减少
洗涤剂残留依然有意义。

伤口可以暴露在空气中么？

有一些研究，表明伤口直接暴露在
空气中也并无不可。如果皮肤破损程
度不大，只是小的擦伤、裂伤或轻度的
烧烫伤，可以直接暴露伤口；如果受伤
部位在颜面部，一般也应直接暴露伤
口；如果受伤的是手掌、脚部等易摩擦
的部位，或伤口较深，建议用消毒纱布
包扎伤口。这里还要说一点，敞开伤
口 前 提 是 住 在 相 对 洁 净 的 病 房 和 家
中，如果是在野外那么随便一个布条
的包扎也比尘土飞扬好得多。

近日，新西兰发生严重
食物中毒事件，3人感染李斯
特菌，其中 1 人死亡，7 月 23
日、25日，新西兰连发两道紧
急召回令，对一批可能受到
污染的问题食品进行召回，
超市里尚未出售的也被紧急
下架。据新西兰媒体报道，
此次食物中毒事件中，有 3
名老人感染了李斯特菌，其
中 1 人已死亡。三人年龄都
在 70-90岁之间。

初步调查显示，老人们
可能是在食用了被李斯特菌
污染的奶酪食品后发生了中
毒。无独有偶，意大利卫生
部门近日在猪肉制品中也检
出了李斯特菌。此前，法国
家乐福超市出售的三文鱼丁
中也被检测出李斯特菌。

美国跨部门食品安全分
析合作报告指出，美国引起
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四种致
病菌，就包括李斯特菌。数
据显示，李斯特菌在美国每
年约引起 2500 例疾病和 500
例死亡。

在国内，李斯特菌相关
感染病例也时有发生。

2019 年初夏，杭州市临
安区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
接诊了一位准妈妈，她突然
出现高热、寒战、肌肉酸痛、

腹泻等症状，当得测的体温
39.3°C、胎心 200 次 /分钟。医
生立即让她去住院治疗，可
是第二天却得到了一个悲伤
的消息：28 周的胎儿没有保
住。五天后，这位女士的病
理检查结果出来了，胎盘中
分离出“李斯特菌”。而这一
切，源于她前几天喝了一口
牛奶，而这牛奶之前已开封，
保存在冰箱中。

西安交大一附院新生儿
科主任周熙惠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李斯特菌的生存能
力特别强，耐冷耐盐耐酸耐
碱，在 0-45℃的环境里都能生
存，甚至在-20℃的冷冻室内，
也能存活 1年。

我们知道，在炎热和潮
湿的环境下，大部分未经防
腐处理的食物会很快腐败，
这是因为有大量微生物在
上面繁殖，此时食物不仅带
有大量的致病菌，还可能会
有微生物产生的一些有毒
物质。一旦不慎将腐败的
食物吃下，就可能会导致感
染和中毒，通常的表现就是
拉肚子。而李斯特菌就主
要是通过口腔—粪便途径
进行传播，约 85—90%的病
例是由被污染的食品引起
的。

李斯特菌能污染多种多样的食
物，肉类、蛋类、禽类、海产品、乳制
品、蔬菜，都不挑；有十分顽强生命
力，面对恶劣环境，诸如干燥、高盐、
寒冷，都能扛；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引
起人类比较严重的疾病，脑膜炎、败血
症、心内膜炎、新生儿感染等，李斯特
菌最容易影响的是孕妇、初生婴儿、长
者和免疫力较低的人群（例如艾滋病、

糖尿病、癌症患者），所以这些人群在
食品卫生安全方面需要格外留意。

2018 年 2 月，南都摄影记者徐文
阁重症昏迷，“李斯特菌”在网上传得
沸沸扬扬。当时徐文阁在拍摄“药物
毒狗”时，近距离接触被毒倒的狗。随
后，他感觉身体不适，头昏、口里无
味、麻木，牙齿咬合困难、有顿挫感，
有低热等。在和朋友沟通时，徐文阁

一度怀疑是毒狗药的毒性、挥发性极
强，大意之下中毒而致。随后，徐文阁
陷入昏迷，家人将其送往深圳第三人
民医院 ICU。医生根据症状判断，其
为李斯特菌感染。

李斯特菌在人们生活的环境中相
当常见，泥土、植物、动物饲料以及人
类和动物粪便当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身
影。也正是由于这种广泛存在的特
性，使得李斯特菌比较容易污染我们
的食品，进而引起人类的食源性疾
病。

国际上公认的李斯特菌共有十个
菌株，但是真正能引起人类疾病的只
有单增李斯特菌一种。李斯特菌可以
通过接触眼睛和破损皮肤进入人体
内，不过多数情况下就是吃进去的，它
的主要传染媒介是食物。

鉴于我国食品中李斯特菌的广泛
存在，对我国人民的健康可能带来的
危害进行高度关注。为避免李斯特菌
污染食品中毒事件的发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曾发布《关于预防
李斯特菌污染食品的风险提示》，提醒
公众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改善家庭
饮食和食品储存习惯，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

哪些食品最容易被李斯特菌污
染？我们该怎么做能远离它？让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说，并不是所有通过食物接
触李斯特菌的人都会生病，真正发生
食源性李斯特菌病的情况还是比较罕
见的。但是，在发病的人群中，李斯
特菌却可能带来相当严重甚至致命的
后果。李斯特菌病的患者通常会在进
食受污染食物后三至七十天内出现症
状，包括类似感冒症状、恶心、呕吐、
腹部痉挛、腹泻、头痛、便秘及持续发
烧，严重的感染个案也可能出现败血
病和脑膜炎。

过去的纪录显示，李斯特菌病可
能污染软芝士、涂酱、已经煮熟的冷
冻鸡肉食品、经加工的熟火鸡肉、冻
烟熏鱼类及未经酸化的猪舌肉冻等多
种食物。

2010 年，全球卫生理事协会曾在
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马来

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英国、美国
这 9 个国家，做过一项《家庭卫生报
告》调查，对浴室密封胶、冰箱、厨房
抹布、水壶柄等日常频繁接触的物
体，进行了细菌检测。

结果发现，浴室密封胶是家里最
脏的地方，而冰箱内部排名家庭卫生
第二受污染重地。46%家庭的冰箱无
法通过细菌检测，44%家庭的冰箱已
经有霉菌繁殖扩增的迹象。从临床检
测看，冰箱里的细菌主要有大肠杆
菌、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志贺菌、耶
尔森菌等。

其中，李斯特菌喜欢“躲”在喝了
一半的牛奶里，夏天直接从冰箱里拿
冷牛奶喝最容易中招。因为李斯特菌
不怕冷的特性，一般的冷冻也不足以
将它们杀死，所以冰淇淋中也有李斯
特菌的存在。

如何避免被李斯特菌感染呢?在
选购易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尤其

是保质期较长的冷藏即食食物）时，
应注意查看食物包装是否完好。如果
发现包装有破损，最好不要购买。

在个人卫生方面，应该注意在处
理食物前后、进食前、上厕所后或更
换尿片后清洗双手。平时做饭时，也
要保持清洁、生熟分开、保证食物彻
底加热，并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

在食物选择方面，要避免饮用未
经杀菌处理的牛奶，或进食未经杀菌
处理的乳制品。孕妇、老年人及免疫
功能受损的人士应避免进食高风险的
食物。同时，妥善地贮存食物也很重
要。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冰箱并不是
保险箱，在冰箱里一样有可能滋生李
斯特菌。近三分之二的李斯特菌感染
者被证实他们家里的冰箱中都有李斯
特菌。因此，要定期对冰箱进行清理、
消毒，存放在冰箱里的剩饭剩菜、熟肉
制品也最好充分加热之后再吃。

远离藏在远离藏在““隐秘角落隐秘角落””的李斯特菌的李斯特菌

起底黑历史起底黑历史

容易被忽略的健康“杀手”
以食物为主要媒介

当心病从口入

冰箱、浴室密封胶、厨房抹布、水壶柄……

李斯特菌喜欢躲在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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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菌又名单核球李斯特菌又名单核球
增 多 性 李 斯 特 菌增 多 性 李 斯 特 菌 、、李 氏李 氏
菌菌 ，，是 一 种 兼 性 厌 氧 细是 一 种 兼 性 厌 氧 细
菌菌，，为李斯特菌症的病原为李斯特菌症的病原
体体 。，。，是 致 命 的 食 源 性 病是 致 命 的 食 源 性 病
原体之一原体之一，，中毒严重可引中毒严重可引
起血液和脑组织感染起血液和脑组织感染。。

【名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