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和餐饮单位未发生一起食物中毒暴发事件 ,未发生一起传染病的暴发 ,圆满完成了食品卫生安全保障工

作 ,做出了突出贡献。全国各地卫生部门要向他们学习 ,并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 ,增强依法行

政意识 ,加大食品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深入开展食品打假专项斗争 ,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二年二月一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289 号

卫生部关于 2001 年第三季度重大食物中毒情况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

2001 年第三季度 ,我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55 起 ,中毒 9043 人 ,死亡 44 人。现将中毒情况通

报如下 :

一、食品中毒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7 月 15 422 17

8 月 15 1215 14

9 月 25 7406 13

合计 55 9043 44

　中毒原因 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细菌性食物中毒 23 5324 8

化学性食物中毒 17 2961 15

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 9 179 13

不明原因 6 579 8

合计 55 9043 44

就餐场所 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18 7302 2

家庭 18 103 31

饮食服务单位 5 431 2

其他 14 1207 9

合计 55 9043 44

　　(一)食品中毒报告情况

(二)食物中毒分类情况

11 按致病原因分类

由此可见 ,细菌性食物中毒发生率最高、中毒人数最

多 ,化学性食物中毒死亡人数最多。

21 按就餐场所分类

从食物中毒发生地可以看出 ,集体食堂发生中毒人数

最多 ,占总中毒人数的 80175 % ;家庭食物中毒致死人数最

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70145 %。与第一、二季度食物中毒情

况相似。

二、原因分析

(一)细菌性食物中毒问题严重

我部共收到 23 起细菌性食物中毒报告 ,包括 4 起细菌

性痢疾 ,5324 人中毒 ,8 人死亡 ,发病人数占总数的 5819 % ,

是第二季度发病人数的 516 倍。第三季度学生食物中毒人

数继续上升 ,是第二季度的 514 倍。

(二)农药中毒问题依然突出 ,投毒事件触目惊心。

在上报的 55 起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中 ,农药中毒 11 起 ,

2500 人中毒 ,死亡 10 人。多为鼠药毒鼠强污染食品所致 ,中毒的主要原因是投毒。

(三)有毒动植物中毒致死率高

本季度收到有毒动植物中毒 9 起 ,179 人中毒 ,13 人死亡 ,占总死亡人数的 2915 % ,中毒人数中死亡比例

最高。造成中毒的主要原因是食物加工不当或误食河豚鱼和毒蕈。

三、采取措施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把预防和控制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肠道传染病作为监督工作的重点。特

别是要高度重视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要本着对学生健康负责、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认真贯

彻落实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要在全面检查学校食品

卫生安全工作的基础上 ,对那些不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坚决令其整改 ,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 ,要吊销卫生

许可证 ,对无证经营的要坚决予以取缔。要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 ,彻底消除食物中毒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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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扎实实地做好学校食物中毒的控制和预防工作。

(二)学校食堂、学生营养餐、学生奶供应企业要提高警惕 ,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有效控制投毒事件的发

生。

(三)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和当地群众的饮食习惯 ,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 ,防止毒

蕈、河豚鱼食物中毒的发生。

(四)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在认真分析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患的基础上 ,加大对学校领导、学校食堂管

理人员、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领导和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 ,并认真组织落实。

(五)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食物中毒和疫情处理应急准备工作的领导 ,提高食物中毒的防治水

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一年十月十六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2 ]12 号

卫生部关于 2001 年重大食物中毒情况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

2001 年我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185 起 ,15715 人中毒 ,死亡 146 人。现将食物中毒情况通报

如下 :

一、食物中毒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第一季度 38 734 40

第二季度 47 2600 35

第三季度 55 9043 44

第四季度 45 3338 27

合计 185 15715 146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细菌性食物中毒 49 7613 20

化学性食物中毒 90 6121 81

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 33 1127 35

其他食物中毒 13 854 10

合计 185 15715 146

就餐形式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62 11478 4

家庭 64 543 106

饮食服务单位 17 1081 5

其他 42 2613 31

合计 185 15715 146

　　(一)食物中毒报告情况

第三季度报告的重大食物中毒起数、中毒人数、死

亡人数最多。

(二)食物中毒发生情况

11 按病因分类

报告的重大食物中毒中 ,细菌性食物中毒人数最

多 ,这与第三季度细菌性食物中毒起数增加有关 ;化学

性食物中毒发生起数最多 ,且死亡人数最多。

21 按就餐形式分类

从食物中毒发生的地点可以看出 ,集体食堂中毒人

数最多 ,占中毒人数的 73104 % ;家庭食物中毒死亡人数

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72160 %。

(三)第四季度食物中毒情况分析

第四季度我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45 起 ,

中毒 3338 人 ,死亡 27 人。其中细菌性食物中毒 13 起 ,

1312 人中毒 ,2 人死亡 ;化学性食物中毒 21 起 ,1352 人中

毒 ,22 人死亡 ;有毒动植物中毒 11 起 ,674 人中毒 ,3 人死

亡。

从食物中毒发生的地点可以看出 ,集体食堂食物中

毒 23 起 ,2358 人中毒 ,2 人死亡 ;家庭食物中毒 15 起 ,172 人中毒 ,23 人死亡 ;饮食服务行业食物中毒 5 起 ,

323 人中毒 ,1 人死亡 ;其他类食物中毒 2 起 ,485 人中毒 ,1 人死亡。

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相比 ,报告的重大食物中毒中 ,细菌性食物中毒明显下降 ;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发

生起数及中毒人数均比第三季度增加 ,主要与四季豆及豆浆加工不当有关 ,特别是 12 月份因四季豆加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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