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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剧毒鼠药中毒情况

中毒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家庭 3 15 6

其它场所 3 35 2

合计 6 50 8

　　本季度 ,全国共报告剧毒鼠药中毒 6 起 ,中毒 50 人 ,死亡 8 人 ,病死率为 1610 %。剧毒鼠药食物中毒的

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化学性食物中毒的 3116 %、2219 %、4010 %。

与去年同期网络直报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 ,分别减少 4514 %、1213 %、2010 %。

二、中毒原因分析

(一)与去年同期网络直报相比 ,本季度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2617 %、

3513 %。主要是由沙门氏菌、肉毒梭菌、变形杆菌等微生物引起。

(二)本季度 ,学校共发生食物中毒 12 起 ,中毒人数 243 人 ,死亡 3 人。其中 8 起发生于学校集体食堂 ,

中毒 203 人 ,无死亡。死亡的 3 名学生 ,全部属于化学性食物中毒。

(三)本季度 ,家庭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和死亡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50 %、死亡人数的 7818 %。

家庭食物中毒多发生于偏远农村地区 ,由于当地农民群众食品卫生知识和意识缺乏 ,食物中毒发生率较高。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继续加强食物中毒报告管理。卫生部门要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 (试行)》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按规定

程序及时上报食物中毒。尚未查明原因的事件要进行续报 ,必要时要进行结案报告 ,保证报告的时效性、准

确性、完整性。

(二)二季度气温转暖 ,进入微生物性食物中毒高发季节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集体食堂、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 ,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采取措施 ,有效预防控制重大食物中毒的发

生。

(三)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相关知识的宣传。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宣教工

作 ,特别是向广大农村地区群众宣传有关预防食物中毒的知识 ,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卫生部文件
卫应急发[2006 ]285 号

卫生部关于 2006 年第二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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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 年第二季度 ,我部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185 起 ,中毒5 696人 ,死亡 64 人。与去年同期相

比 ,报告起数减少 1217 % ,中毒人数增加 9 % ,死亡人数减少 5419 % ;与上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 20813 % ,

中毒人数增加 32716 % ,死亡人数增加 9319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一、食物中毒情况

(一)按月报告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4 月 48 1260 27

5 月 56 2066 18

6 月 81 2370 19

合计 185 5696 64

　　本季度 ,6 月份食物中毒的中毒人数最多 ,占总中毒人数的 4116 % ;4 月份重大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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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占死亡人数的 4212 %。

(二)按中毒原因分类情况

本季度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4419 % ,中毒人数的

6319 % ;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死亡人数的 4619 %。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83 3641 7

化学性 35 384 30

有毒动植物 33 576 20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34 1095 7

合计 185 5696 64

　　与去年同期网络直报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2917 %、3114 % ,死亡人数减

少 5313 %;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2711 %、1119 %、40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

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2918 %、2812 %、5615 %。

与上季度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大幅度增加 ,报告起数增加 33618 % ,中毒人数增加 43612 % ,死亡人

数增加 13313 %。

(三)按就餐场所分类情况

就餐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74 2474 0

家庭 61 1036 55

饮食服务单位 25 1323 1

其它场所 25 863 8

合计 185 5696 64

　　本季度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40 % ,中毒人数

的 4314 %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报告死亡人数的 8519 %。

与去年同期网络直报相比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9417 %、6818 % ,

死亡人数减少 100 %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4012 %、2517 %、

50 % ;发生在饮食服务单位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减少 714 % ,中毒人数增加 2017 % ,死亡人数增加 1 人 (去年

同期无死亡) ;发生在其它场所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4414 %、32 %、7114 %。

与上季度相比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39313 %、388 % ,均无死亡 ;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10313 %、187 %、11115 % ;发生在饮食服务

单位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31617 %、66912 % ,死亡人数增加 1 人 (第一季度

无死亡) ; 发生在其他场所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17718 %、19516 %、

1413 %。　　

(四)学校食物中毒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36 1158 0

化学性 4 45 2

有毒动植物 7 323 0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17 428 0

合计 64 1954 2

　　本季度 ,学校共发生食物中毒 64 起 ,中毒人数1 954人 ,死亡 2 人。其中 46 起发生于学校集体食堂 ,中毒

人数1 400人 ,无死亡。

微生物性引起的学校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5613 %、中毒人数的

5913 %。

与去年同期网络直报相比 ,学校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5611 %、3416 % ,死亡人数减少

8517 %。

—465—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06 年第 18 卷第 6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上季度相比 ,学校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43313 %、70411 % ,死亡人数减少 3313 %。

(注 :发生学生死亡的事件为 4 月 12 日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的俱乐乡中心校发生 3 名学生毒

鼠强中毒事件 ,其中 2 人死亡。)

(五)剧毒鼠药中毒情况

中毒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家庭 6 24 6

其它场所 3 21 4

合计 9 45 10

　　本季度 ,全国共报告剧毒鼠药中毒 9 起 ,中毒 45 人 ,死亡 10 人 ,病死率为 2212 %。剧毒鼠药食物中毒的

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化学性食物中毒的 2517 %、1117 %、3313 %。

与去年同期网络直报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报告起数不变、中毒人数减少 1315 %、死亡人数增加 1111 %。

与上季度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50 %、25 % ,中毒人数减少 10 %。

二、中毒原因分析

(一)与上季度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大幅度增加 ,报告起数增加 33618 % ,中毒人数增加 43612 % ,死

亡人数增加 13313 %。主要是由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蜡样芽胞杆菌、变形杆菌等致病微生物引起。进

入第二季度 ,气温升高 ,致病微生物生长繁殖迅速 ,一旦食物储存、加工、食用不当 ,极易引起微生物性食物

中毒。

(二)本季度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40 % ,中毒

人数的 4314 %。集体食堂发生中毒事件案例分析表明 ,中毒多为细菌性污染导致 ,主要原因在于部分食堂

布局不合理 ;管理人水平不高 ,履行职责不到位 ;食品采购、餐具消毒、加工储存等关键环节把关不严等。家

庭食物中毒多发生于农村 ,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报告死亡人数的 8519 % ,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偏远、医疗救治

条件有限 ,中毒后救治不及时而导致死亡。

(三)与上季度相比 ,学校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43313 %、70411 % ,以微生物性中毒为

主。各地卫生部门应加强学校卫生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尤其是学校食堂等饮食场所应列为监管的重

点 ,消除隐患。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近年来的统计结果显示 ,第三季度是我国重大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最多的季

度。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对食品经营者的监督检查 ,坚决取缔非法食品经营场所 ,对食品经营中各种

违法行为及引起食物中毒事故的食品经营单位要依法处罚 ,有效预防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最近一段时间 ,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洪涝灾害较为严重 ,灾区卫生部门更要做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 ,加

强对灾区饮用水卫生安全的监测和检测 ,做好灾区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卫生保障工作。

(二)各地卫生部门要认真落实 6 月 27 日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卫生

部办公厅关于近期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的通报》(教体艺厅 [ 2006 ]8 号) 的要求 ,有效防控学校食物中

毒事件。

(三)继续加强食物中毒报告管理。卫生部门要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 (试行)》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迅速查

明中毒原因 ,控制事态发展 ,并按规定程序及时上报。不能立即查明原因的事件必须进行续报。要保证报

告的时效性、准确性、完整性 ,确保数据统计的科学性。

(四)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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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善群众的卫生意识和卫生习惯 ,提高全社会的食品安全卫生知识。

(五)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全力做好食物中毒事故

的应急处置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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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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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迅速按照规定程序开展调查 ,查明原因 ,及时报告。同时全力救治中毒患者 ,减少伤亡 ,控制事态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六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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