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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林縣東和國中學生集體腸胃炎調查報告 
 

 78 年 9 月 18 日中午，雲林縣古坑鄉東和國中學生在吃完便當後發生疑似集體食品中

毒事件。衛生署在接獲通知後即會同有關單位共同參與調查。該校共有學生 825 人，平常除

了少數自備午餐外，其餘均是食用學校所代購之便當。當天有二種便當讓學生依自己的喜好

選擇，結果有 117 人吃一家便當但卻沒人生病，有 620 人吃另外一家，而其中約 120 人在當

天下午陸續發病，主要症狀有腹痛、嘔吐、頭痛(昏)、腹瀉、發燒等。經學校緊急送醫治療已

無大礙，大部份在當天就出院回家。 

 本研究以對所有食用肇事便當的同學進行問卷訪視，共回收問卷 577 份，若以腹痛、

嘔吐、頭痛(昏)、腹瀉、發燒等任何二種或二種以上症狀為病例定義，則共有 228 名病例，疾

病侵襲率為 39.5 % ，症狀包括腹痛 184 人(80.7 %)、嘔吐 136 人(59.6 %)，頭痛(昏)114 人(50.0 

%)、腹瀉 74 人(32.5 %)、發燒 44 人(19.3 %)其病例發病時間流行曲線圖(如圖 l)。發病時間由

18 日下午 1 時至翌日下午 l 時，但大部份集中在 18 日下午 2 一 8 時，潛伏期中位數為 5 小

時。肇禍便當共有 7 種食物，經問卷分析研究發病者與未發病者所食食物中僅有甜不辣在統

計上呈顯著差異(P < 0.05,CI = = 1.17 ~1.59)(如表 1)。而本次事件在檢體方面已由病例嘔吐物及

食品檢體中檢出致病菌為金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且判定其毒素型態均為 A 型。 

 由於肇事工廠是剛向他人轉手經營，缺乏食品衛生觀念，在未滿一個月即發生問題，此

次可疑致病食物甜不辣，係工廠在當天早上 9 點，由嘉義市菜場所購回，沒經過任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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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78 年 9 月 18 日雲林縣立東和國中食品中毒病例發病流行曲線圖(N = 228) 

 

即直接放入便當中，由於無法確定來源，故到底是在製造過程亦或在便當工廠中遭受污染，

無法做進一步的調杳。 

報告者： 

 吳炳輝、吳秀英、陳國東，雲林衛生局，行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細菌組、中

部檢驗站，藥物食品檢驗局、食品衛生處、防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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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8 年 9 月 18 日雲林縣東和國中食品中毒各項食品的食用情形及其侵襲率之比較 

 

 

編者註： 

 由病例的發病時間流行曲線圖來看有二個高峰，一是在潛伏期 4 至 5 小時，一是在潛

伏期 18 ~ 20 小時。而根據省立雲林醫院的醫師報告，約有 30 名病例在潛伏期 18 ~ 20 小時

新發病或再度入院，而依文獻探討(1)顯示 Bacillus cereus 可引起兩種不同潛伏期的症狀，一

種是 1 ~ 6 小時(噁心、嘔吐)，一種是 8 ~ 16 小時(腹部疼痛、腹瀉)。因此懷疑或許此次中毒

事件，不僅是由金黃色葡萄球菌所引起，亦可能另有 Bacillus cereus 所造成的，才會有二個高

峰期，不過，此仍須進一步的研究，才能加以證實。 

 連同此次的調查事件，應用流行病學人才訓練及養成計畫已調查出三次(2.3)由甜不練含

有金黃色葡萄球菌毒素所引起的食品中毒事件。金黃色葡萄球菌很易經由製造者的手部污染

甜不辣，產生具有耐熱性的毒素。但此次調查事件中，因無法追查甜不辣的來源，故並未對

製造者採手部或鼻部檢體。另外本次調查未能測得便當之溫度，但其溫度通常皆低於能抑止

細菌生長的最低限度(60。C)，甜不辣從買來未經加熱便放入便當中，到食用時已超過 4 小時，

足以使少量的金黃色葡萄球菌生長及產生毒素。由此次中毒事件中，食品製造業者不僅缺乏

食品存放在適當溫度的觀念(4 。C 以下或 60。C 以上)，更為了降低成本，買了很多不知來源

的食品(甜不辣、哈姆、香腸等)，且任意將調理好的食品放置在室溫過夜，沒有遮蓋，認為第

二天再加熱即可，這些都是錯誤的觀念。故應加強食品製造業者食品衛生安全教育，以預防

類似中毒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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