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部文件
卫应急发〔2004〕243 号

卫生部关于 2004 年第二季度重大食物中毒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2004 年第二季度 ,我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故报告 132 起 ,中毒 4700 人 ,死亡 97 人 ,涉及 100 人以上

的中毒 10 起。与本年第一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了 8018 % ,中毒人数增加了 18815 % ,死亡人数增加了

6414 % ;与去年同期相比 ,报告中毒起数增加了 610 %、中毒人数增加了 410 %、死亡人数增加 1710 %。现将

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一、中毒发生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4 月 33 756 30

5 月 48 1819 44

6 月 51 2125 23

合计 132 4700 97

致病因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化学性 53 644 72

微生物性 58 3578 5

有毒动植物 20 476 18

不明原因 1 2 2

合计 132 4700 97

就餐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36 1935 0

家庭 57 1073 81

饮食单位 20 1502 1

其他 19 190 15

合计 132 4700 97

致病因子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化学性 9 269 2

微生物性 30 1358 0

有毒动植物 5 210 0

合计 44 1828 2

(一)按月报告情况

第二季度 ,6 月份重大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

数最多 ,分别占本季度报告起数的 3816 % ,中毒人数

的 4512 % ,5 月份报告死亡人数最多 ,占本季度死亡总

数的 4514 %。

(二)按致病因素分类

本季度 ,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最多的是微生物性

中毒 ,分别占报告总起数的 4319 % ,占中毒总人数的

7611 % ,其次是化学性中毒和有毒动植物中毒 ;死亡人

数最多的是化学性中毒 ,占死亡总人数的 7412 % ,中

毒病死率最高 ,达 1112 % ,其次是有毒动植物中毒。

与本年第一季度相比 ,微生物性中毒和有毒动植

物中毒大幅度增加。其中 ,微生物性中毒起数增加了

413 倍 ,中毒人数增加了 612 倍 ,有毒动植物性中毒起

数增加了 119 倍 ,中毒人数增加了 212 倍 ,死亡人数增

加了 315 倍。与去年同期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

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增加了 8711 %和 9011 % ,化

学性中毒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2210 %。

(三)按就餐场所分类

本季度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中毒人数最多 ,占中毒

总人数的 4112 %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致死人数最

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8315 %。与去年同期相比 ,发生

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增加了

2916 %、2217 % ,发生在饮食经营单位的食物中毒人数

增加了 34917 %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中毒起数和中毒

人数分别减少了 3313 %、3514 %。与既往情况一样 ,家

庭和集体食堂仍然是食物中毒的主要场所。

(四)学校食物中毒发生情况

本季度 ,微生物性污染是学校发生食物中毒的主

要原因 ,其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占学校中毒事故

总数的 6812 %和 7413 %。

与本年第一季度相比 ,学校中毒起数增加了 6812 % ,中毒人数增加了 8910 %。与去年同期相比 ,学校食

物中毒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减少了 3313 %和 4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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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餐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餐饮单位 1 9 1

家庭 9 19 13

学校 2 13 1

其他 2 4 3

合计 14 45 18

(五)剧毒鼠药中毒情况

本季度 ,剧毒鼠药致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

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同期化学性食物中毒的 2614 %、

710 %、2510 %。剧毒鼠药食物中毒在家庭发生最多 ,

占报告起数的 6413 % ,其次是学校、餐饮单位等场所。

与本年第一季度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报告起数减

少了 3 起 ,中毒人数减少 57 人 ,死亡人数减少 1 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事故大幅度下降 ,其中 ,

报告起数减少了 4810 % ,中毒人数减少了 8910 % ,死亡人数减少了 5710 %。

二、中毒特点分析

(一)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受季节影响比较明显。2004 年第二季度与第一季度比较 ,中毒事故报告起

来、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显著增加 ,而且 ,由微生物和有毒植物引起的中毒增加幅度最大。此种变化的主要

原因在于 ,第二季度气温升高 ,适合细菌生长繁殖 ,各种有毒植物和时令蔬菜也大量上市。一旦食物储存、

加工不当 ,极易引起食物中毒。

(二)家庭食物中毒原因复杂 ,病死率高。我国家庭数量巨大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家庭 ,由于群众的食品

卫生知识缺乏 ,成为发生食物中毒的高危场所 ,中毒报告起数居各场所首位。家庭中毒发生原因复杂 ,包括

投毒、误食、误用、污染等 ,中毒物质以化学品为主 (5414 %) ,也包括微生物和有毒动植物。加上农村医疗救

治条件有限 ,因此中毒后病死率非常高 (3115 %) ,严重威胁农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本季度的中毒报告起数和

中毒人数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而死亡人数却有明显增加 ,主要就是由家庭化学性中毒增加造成的。

(三)集体食堂食品卫生管理力度有待加强。集体食堂 (主要是学校食堂) 是除家庭之外报告中毒起数

最多的一类场所 ,中毒的主要致病因素是细菌性污染 (7010 %) 。集体食堂发生中毒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 ,部

分食堂设施陈旧 ,布局不合理 ;管理人水平不高 ,履行职毒不到位 ;食品采购、餐具消费、加工储存等关键环

节把关不严。由于集体食堂就餐人数多 ,一旦发生中毒事故 ,往往引起 (学生) 群体性食物中毒暴发和社会

的关注 ,应予高度重视。

(四)剧毒鼠药中毒开始减少 ,但亚硝酸盐中毒增加。本季度的剧毒鼠药中毒事故报告起数较上一季度

有所减少 ,和去年同期比较 ,更有大幅下降 ,表明前一阶段鼠药市场的专项整治工作产生了一定成效。同时

也看出 ,亚硝酸盐中毒事故增加 ,去年全年报告中毒 20 起 ,而今年前半年报告 19 起 ,表明当前亚硝酸盐的管

理存在疏漏 ,应引起注意。

(五)农村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增多。2003 年全年全国报告农村重大食物中毒 10 起 ,1441 人中毒。而

2004 年仅二季度全国报告农村重大食物中毒达 21 起 ,1603 人中毒。农村重大食物中毒全部是由农家自办

宴席或不具备接待能力的餐馆举行宴席所引起 ,均系细菌性中毒。农家或农村小餐馆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

和管理手段 ,自办宴席 ,不仅容易造成食物中毒 ,而且成为农村地区急性肠道传染病暴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六)较大规模食物中毒事故频发。本季度收到 4 起较大规模的食物中毒事故 :5 月中旬 ,某地外来民工

非法制售假酒 ,导致 69 人甲醇中毒 ,9 人死亡 ;6 月上旬某地一企业生产的奶粉受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连续

引起三所幼儿园近 200 幼儿中毒 ;6 月中旬某地一蛋糕连锁店糕点受沙门氏菌污染导致 172 人食物中毒 ;6

月下旬某地一卤制品连锁店受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引起 200 多人中毒。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加强对预防食物中毒工作的领导。食物中毒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影响社会

稳定和经济建设。各级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 ,切实履行职责 ,落实监管责任 ,认真分析

并结合当地食物中毒发生特点 ,全面部署各项预防、控制食物中毒的措施 ,及时发现和消除食物中毒的隐

患。

(二)加强对食物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检查。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将集体食

堂 ,尤其是工地食堂、学校食堂和学校集体餐供应单位 ,以及食品生产单位列为监督检查的重点 ,全面推行

量化分级管理 ,加大专项整治力度 ,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对非法食品生产经营场所要坚决予以取缔 ,

对食品生产经营中的各种违法行为、中毒事故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依法处罚。

(三)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和食品从业人员的卫生、法律知识培养工作。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

与新闻媒体合作 ,适时地、有针对性地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对常见的有机磷农药、亚硝酸盐、剧毒鼠药、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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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的症状及预防、控制方法和措施要大力宣传 ,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能力。同时 ,要组织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开展卫生知识培训 ,切实提高企业自我管理水平和食

品卫生质量 ,有效预防中毒事故的发生。

(四)全力做好食物中毒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制定、完善食物中毒应急预案和各

类中毒事故的应急处理技术方案 ,建立食物中毒应急处理的专家库和专业队伍 ,储备有关药品、试剂和器

材 ,开展食物中毒事故处理的培训和演练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业务水平。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故 ,

要迅速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调查 ,及时报告 ,掌握情况 ,查明原因 ,控制事态发展。同时 ,要全力救治中毒患

者 ,减少伤亡。

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卫生部文件
卫应急发〔2004〕351 号

卫生部关于 2004 年第三季度重大食物中毒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2004 年第三季度 ,我部共收到食物中毒事故报告 133 起 ,中毒 5737 人 ,死亡 94 人 ,涉及 100 人以上的中

毒 14 起。与本年第二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基本持平 ,中毒人数增加 2211 % ,死亡人数下降 311 % ;与去年同

期相比 ,报告中毒起数下降 1417 %、中毒人数增加 16 %、死亡人数减少 3512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一、中毒发生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7 月 44 1457 44

8 月 50 2296 33

9 月 39 1984 17

合计 133 5737 94

致病因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化学性 27 769 29

微生物性 63 4345 21

有毒动植物 38 498 41

不明原因 5 125 3

合计 133 5737 94

就餐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24 1674 3

家庭 83 2749 85

饮食单位 16 938 1

其他 10 376 5

合计 133 5737 94

(一)按月报告情况。

第三季度 ,8 月份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

最多 ,分别占本季度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的 3716 %和

40 % ,7 月份报告死亡人数最多 ,占本季度中毒死亡总

数的 4618 %。

(二)按致病因素分类。

本季度 ,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最多的是微生物性

中毒 ,分别占报告总起数和中毒总人数的 4714 %和

7517 % ;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有毒动植物中毒 ,占死亡总

人数的 4316 % , 有毒动植物中毒病死率最高 , 达

812 % ,其次是化学性食物中毒。

与本年第二季度相比 ,有毒动植物中毒大幅度增

加 ,事件数增加 90 % ,中毒人数增加 416 % ,死亡人数

增加 12718 % ,主要是毒蕈中毒。与去年同期相比 ,化

学性中毒报告起数减少 4711 % , 中毒人数减少

2411 % ,死亡人数减少 4613 % ;微生物性中毒起数上升

2816 % ,中毒人数上升 4719 % ,死亡人数上升 5 %。

(三)按就餐场所分类。

本季度 ,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及死亡人数均以发生

在家庭的最多 ,分别占总数的 6214 %、4719 %、9014 % ;

与去年同期相比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614 %、14615 % ,但死亡人数减少

3516 % ,发生在集体食堂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下降 4819 %、3419 %。与既往情况一样 ,家庭和

集体食堂仍然是食物中毒的主要场所。

—87—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05 年第 17 卷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