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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食物中毒
预防与控制工作的紧急通知

卫发电[2003 ]3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自 2 月份以来 ,重大食物中毒的发生起数、中毒人数及死亡人数逐月增多。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预防和

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同时 ,要充分认识预防和控制食物中毒对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

的重要作用 ,认真抓好各项食物中毒预防与控制工作。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接到食物中毒报告 (包括疑似及各种原因不明的食物中毒) 后 ,应及时组织调

查 ,全力做好处理工作 ,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督查 ,避免事态扩大。

二、各级卫生监督部门在深入贯彻《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公共场所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预防和控制

非典型肺炎工作的紧急通知》的同时 ,要加强卫生许可证发放的监督管理 ,严把卫生准入关 ,对不符合有关

规定的企业一律不得发放卫生许可证 ,已发放卫生许可证的要予以撤销。要结合日常卫生监督工作 ,加强

对一些重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如学校、企事业单位集体食堂、学校周边餐馆、集体供餐单位 ,特别是学生餐

及学生奶、学生豆奶供应单位等的卫生监督和指导 ,落实各项责任制度 ;督促和提倡行业自律 ,提高食品卫

生管理水准和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 ,预防与控制食物中毒发生。

三、严格执行食物中毒报告制度。重大食物中毒要按照《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 ,发生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要在 6 小时内上报卫生部 ,并同时向当地政府报告。

四、规范食物中毒报告内容。要按照《国家救灾防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03 版)

规定 ,初次报告应有必须报告的信息和尽可能报告的信息 ,对疑似或初次报告时原因不明的食物中毒 ,在调

查处理过程中或调查处理结束后要有阶段报告、总结报告。

五、加大食物中毒预防控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卫生行政部门要利用各种宣传媒体 ,通过各种形式

广泛开展食品卫生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特别是要使群众了解科学灭鼠知识和剧毒农药的危害性 ,在可能发

生河豚鱼和毒蕈中毒的地区 ,卫生部门要开展针对性宣传和教育 ,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

六、加强救治培训工作。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有关医疗机构食物中毒诊断、应急处理和治疗的

培训工作 ,使基层医务人员掌握农药中毒的救治措施 ,降低食物中毒病死率。同时 ,医疗机构要准备充足的

常用解毒药品和必备的抢救设备 ,药品要定期检查、更换 ,设备要保证处于完好状态。

七、进一步提高有关食物中毒处理工作的透明度 ,及时向社会和新闻媒体公开相关信息 ,赢得处理食物

中毒事件的主动权。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 ,认真做好食物中毒预防控制的组织准备工作 ,

对重大食物中毒要反应迅速 ,措施得力。对由于重大食物中毒瞒报、迟报和调查处理不及时以及督查不力

等引起恶劣社会影响的 ,我部将予以通报 ;情节严重的 ,责令追究相关单位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卫 生 部 办 公 厅

二 ○○三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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