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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日常监管的主要手段和措施。2007 年要扩大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在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

单位的覆盖面 ,对乳制品、婴儿配方食品、蜜饯三类产品生产企业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二)进一步加强对餐饮等消费环节的食品卫生监管。2007 年要全面实现对餐饮业、学校食堂全面实施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在餐饮企业和集体食堂推行原料进货溯源制度。改进和加强对学校、社区、建

筑工地、农家乐旅游点餐饮和小餐馆的食品卫生监管 ,防控食物中毒事件和食源性疾病发生。

(三)开展节日长假和重大活动期间的食品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落实好对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事

故的应急处理措施。各地要在“五一”、“十一”、“春节”、重大活动期间 ,针对食品市场和餐饮消费环节容易

出现的食品卫生问题 ,加强对餐饮和食品批发、零售市场的专项监督检查 ,发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要立

即依法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都要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对群众举报或媒体反映的安全

事故和隐患要及时核查处理。要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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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关要求做好食品卫生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 ,一旦发生事故 ,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卫生部文件
卫应急发[2007 ]29 号

卫生部关于 2006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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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四季度 ,我部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144 起 ,中毒4 922人 ,死亡 36 人。与 2005 年同期

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 3313 % ,中毒人数增加 4213 % ,死亡人数减少 3313 % ;与上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减少

3118 % ,中毒人数减少 1813 % ,死亡人数减少 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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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69 2 613 16

11 月 29 874 11

12 月 46 1 435 9

合计 144 4 922 36

本季度 ,10 月份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4719 %、中毒

人数的 5311 %、死亡人数的 4414 %。

(二)按中毒原因分类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54 2 708 0

化学性 29 423 21

有毒动植物 50 1 422 15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11 369 0

合计 144 4 92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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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5 % ,中毒人数的

5510 % ,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死亡人数的 5813 %。

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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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5 %、17912 % ,均

无死亡 ;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10711 %、3511 % ,死亡人数减少 1215 % ;有毒动植物

引起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1316 %、1514 % ,中毒人数减少 110 %。

与上季度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3712 %、1511 % ,死亡减少 4 人 ;化学

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不变、中毒人数减少 3313 % ,死亡人数增加 1617 %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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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911 %、6115 % ,中毒人数增加 4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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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2729 1

家庭 39 948 28

饮食服务单位 16 564 1

其它场所 20 681 6

合计 144 492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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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9 % ,中毒人

数的 5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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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 %。

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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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8615 %、中毒人数增加

8214 % ,死亡人数减少 3 人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3010 %、4113 % ,死亡减

少 2212 % ;发生在饮食服务单位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增加 1413 %、中毒人数减少 1511 % ,死亡人数减少 1

人 ;发生在其它场所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2519 %、5010 % ,中毒人数增加 816 %。

与上季度相比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减少 912 %、中毒人数增加 2011 % ,死亡人数减

少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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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1 %、711 %、5019 % ;发生在饮

食服务单位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6110 %、6618 % ,死亡人数不变 ;发生在其他场所的食

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3914 %、3411 % ,死亡人数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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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126 0

化学性 7 152 0

有毒动植物 19 655 0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4 87 0

合计 53 2020 0

本季度 ,学校共发生食物中毒 53 起 ,中毒人数2 020人 ,无死亡。

其中 42 起发生于学校集体食堂 ,中毒人数1 6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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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4 %、中毒人数的

5517 %。

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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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4 %、19115 % ,死亡人数

减少 3 人。

与上季度相比 ,学校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分别减少 710 %、619 % ,均无死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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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3

合计 2 7 3

本季度 ,全国共报告剧毒鼠药中毒 2 起 ,中毒 7 人 ,死亡 3 人 ,病死率为 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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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117 %、1413 %。

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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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0 %、9611 %、

8010 %。

与上季度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报告起数不变 ,中毒人数增加 3 人 ,死亡人数增加 1 人。

二、中毒原因分析

(一)与 2005 年同期网络直报相比 ,微生物性、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

加。主要原因有 :一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的覆盖率较上年有所增加 ,报告质量进一步提高 ;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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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0 月份 ,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普遍较高 ,适合细菌等微生物生长繁殖 ,一旦食物储存、食用不当 ,极

易引起食物污染或变质 ,因此 10 月食物中毒事件发生较多 ,且多发生于集体食堂。

(二)与上季度相比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人数增加了 4311 % ,主要以菜豆加热温度不够引起的

中毒为主 ,占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的 5410 %。本季度 ,化学性食物中毒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

的 5215 % ,主要由误食亚硝酸盐、有机磷农药污染食品等引起。各地卫生部门应加强卫生监督执法和卫生

宣传教育工作 ,预防食物中毒的发生。

(三)本季度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4713 % ,中毒

人数的 5514 %。而其中 6019 %发生在学校集体食堂。中毒主要是由食品加热温度不够 (占 3418 %) 和食物

污染或变质 (占 3014 %)引起。集体食堂发生中毒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人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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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加强食物中毒的报告管理和应急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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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各类事件的分级标准 ,做好食物中毒的监测报告工作。重大食物中毒事件要及时上报 ,尚未

查明原因的事件要进行续报 ,以保证报告的时效性、完整性。遇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当地卫生部门要迅速反

应 ,积极组织救治中毒患者 ,调查中毒原因 ,控制事态进一步发展。

(二)做好 2007 年春节期间的食品卫生安全保障工作。春节将要来临 ,为做好节日期间的食品卫生安全

保障工作 ,预防和控制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07 年元旦、

春节期间安全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做好各项卫生保障和卫生应急准备 ,加强对餐饮和食品批发、零售市场

的食品卫生巡回监督检查等卫生监督工作 ,及时发现和消除食物中毒的隐患 ,确保春节期间社会公众的饮

食安全。

(三)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各地卫生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

式的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 ,特别是常见的农药、亚硝酸盐、剧毒鼠药、有毒动植物引起食物中毒的

预防和控制措施 ,同时要积极提倡科学的饮食生活习惯 ,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2007 年 2 月下旬各类学校将陆续开学 ,各地卫生部门要加强对本辖区内学校食品安全保障的监督检

查 ,配合教育部门积极对学校食堂工作人员进行食品卫生安全知识培训 ,预防和控制学校食物中毒事件的

发生 ,确保师生饮食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消息

2006 年卫生监督卫生监督覆盖率提高
卫生部公布了 2006 年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等卫生监督情况。其中 2006 年全国 30

个省 (区、市) 对 172 万户食品生产和服务企业进行经常性卫生监督 ,卫生监督覆盖率达 9714 % ,合格率为

8612 %。与上年比较 ,卫生监督覆盖率提高 210 个百分点 ,合格率下降 214 个百分点。30 个省 (区、市) 21 类

食品共抽查监测 107 万件 ,平均合格率为 9018 % ,比 2005 年提高 313 个百分点 ,其中 :酒、水产品、粮食、植物

油、糕点等 16 类食品合格率高于 90 %。食品用产品抽检 215 万件 ,合格率为 8316 %。餐具消毒抽检 44713

万件 ,合格率为 8215 %。2006 年食品从业人员体检合格率达 9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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