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部办公厅文件
卫办应急发[2008 ]142 号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 2008 年第二季度全国食物中毒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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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第二季度 ,我部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直报系统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97 起 ,

中毒3 357人 ,死亡 29 人。与 2007 年同期相比 ,报告起数减少 3518 % ,中毒人数减少 412 % ,死亡人数减少

5816 % ;与 2008 年第一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 7012 % ,中毒人数增加 16811 % ,死亡人数增加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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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786 7

5 月 40 1554 9

6 月 34 1017 13

合计 97 3357 29

　　第二季度 ,5 月份食物中毒的中毒人数最多 ,占总中毒人数的 4613 % ;6 月份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多 ,

占总死亡人数的 4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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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120 2

化学性 24 394 9

有毒动植物 22 439 17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15 404 1

合计 97 3357 29

　　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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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1 % ,中毒人数的

6312 % ;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5816 %。

与 2007 年同期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2914 %、3313 % ,中毒人数增加

1111 % ;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20 %、30 %、6617 %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

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5212 %、23 %、5218 %。

与第一季度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22713 %、33513 % ,死亡人数增加 2

人 ;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2613 %、85 % ,死亡人数减少 3517 %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

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100 %、13213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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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251 1

家庭 33 1020 25

饮食服务单位 13 676 2

其他场所 15 410 1

合计 97 3357 29

　　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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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人数的

3711 %、3713 %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8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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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07 年同期相比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217 %、719 % ,死亡增

加 1 人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3819 %、5415 % ,中毒人数增加 5019 % ;发生

在饮食服务单位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2315 %、3313 % ,中毒人数增加 3015 % ;发生在其

他场所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6511 %、5618 %、9117 %。

与第一季度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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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16719 % ,死亡增加

1 人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10 %、135 %、412 % ;发生在饮食服务

单位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225 %、73416 % ,死亡人数增加 2 人 ;发生在其他场所的食物

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8715 %、5119 % ,死亡人数减少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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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595 0

化学性 5 153 0

有毒动植物 5 181 0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9 314 0

合计 37 1243 0

　　第二季度 ,学校共发生食物中毒 37 起 ,中毒人数1 243人 ,无死亡。其中 25 起发生于学校集体食堂 ,中毒

人数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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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占学校报告起数的 4816 %、中毒人数的

4719 %。

与 2007 年同期相比 ,学校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减少 14 %、中毒人数增加 2519 % ,死亡人数减少 3 人。

与第一季度相比 ,学校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18416 %、14517 % ,均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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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4 3

合计 5 24 3

　　第二季度 ,全国共报告剧毒鼠药中毒 5 起 ,中毒 24 人 ,死亡 3 人 ,病死率为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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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611 %、3313 %。均发生在家庭。

与 2007 年同期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5415 %、9012 %、80 %。

与第一度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报告起数增加 1 起 ,死亡人数增加 1 人 ,中毒人数减少 6113 %。

二、中毒原因分析

(一)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受季节影响比较明显。与上季度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

人数分别增加 22713 %、33513 %。主要是由蜡样芽胞杆菌、副溶血性弧菌和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引起。进入夏

季以来 ,各地气温普遍升高 ,适合各种细菌生长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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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07 年同期相比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5212 %、23 %、5218 %。其中以毒蘑菇中毒下降尤为明显 ,本季度共报告毒蘑菇中毒 9 起 ,中毒 33 人 ,死亡 13

人 ,主要是由误食引起。但毒蘑菇中毒危害严重 ,本季度报告病死率高达 3914 %。

(三)与 2007 年同期相比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的中毒人数增加 5019 %。其中中毒人数在 100 人以上

的事件有 2 起 ,中毒人数分别达到 199 人和 274 人 ,由农村自办婚宴所引起 ,均系细菌性食物中毒。由于基

层群众缺乏基本的食品卫生知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同时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和管理手段 ,容易造成食物

中毒。

(四)与 2007 年同期相比 ,学校食物中毒的中毒人数增加 2519 %。其中 ,25 起发生于学校集体食堂 ,中

毒人数 885 人 ,无死亡 ,分别占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的 6914 %、7017 %。学校集体

食堂的食物中毒主要以食物污染或变质引起的微生物性中毒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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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全力做好奥运会食品卫生安全保障工作。奥运会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是今年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

奥运会举办期间正值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各地尤其是奥运会举办和协办城市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

奥运会食品卫生安全保障的部门协调和区域联防联动 ,落实食品卫生监测和执法监督工作的责任和各项具

体措施 ,制定相关预案 ,组建应急队伍 ,并开展培训和演练 ,认真做好突发食物中毒事件的应急准备 ,有效防

范和应对食物中毒事件 ,确保奥运会期间的食品卫生安全。
(二)有效开展灾区饮食卫生监督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各地震和洪涝灾区卫生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

食品、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 ,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组织专业人员深入乡村和灾民转移安置点开展食

品、饮用水卫生监测和执法监督工作 ,加强食品卫生安全和预防食物中毒知识的宣传 ,指导做好饮用水源保

护和饮用水消毒工作。卫生监督机构要强化对灾区食品、饮用水卫生的监督检查 ,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确保受灾地区的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安全 ,有效预防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三)进一步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随着夏季的来临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风险增加。各

地卫生行政部门要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和群众的饮食结构、卫生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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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公众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 ,提高公众识别有毒动植物的能力 ,提倡科学卫生的

饮食习惯和方式 ,从而有效减少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卫 生 部 办 公 厅

二 ○○八年七月十八日

卫生部监督局关于公开征求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和
食品添加剂扩大使用范围及使用量意见的函

卫监督食一便函[2008 ]98 号

各有关单位 :

2008 年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卫生组食品添加剂第二次会议审核通过了部分食品添加剂

新品种、扩大使用范围及使用量的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 (见附件) ,现公开征求意见 ,请有关单位和个人

于 7 月 1 日前通过下列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 :张俭波

联系电话 :010287776914 　87720035 (兼传真)

电子邮件 :gb2760 @gmail . com

附件 :2008 年第二次食品添加剂评审会议通过的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扩大使用范围及使用量的食品添加剂、

食品营养强化剂

卫生部卫生监督局

二 ○○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2008 年第二次食品添加剂评审会通过的食品添加剂

一、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一)番茄红

番茄红 Tomato Red

功能 :着色剂

11 　番茄红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及最大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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