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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 兰州&.+((((#

摘&要!目的&分析甘肃省 )((#-)(’) 年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规律和流行特点$ 方法&对甘肃省 )((#-)(’) 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中所报告的食物中毒资料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 年
全省共报告食物中毒事件 .$ 起!中毒 ) %($ 人!病死率为 )1’%-"%#‘) %($#&报告事件多发生在第二%三季度&中毒
场所以家庭最多!占总报告起数的 #’1(+-"+)‘.$#&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和发病人数均最多!分别
占总数的 ++1++-"),‘.$#和 ,(1#’- "’ %’%‘) %($#&化学性食物中毒引起的死亡人数最多!占总死亡人数的
,)1̂,-"+#‘%##$ 结论&甘肃省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以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为主!但引起食物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
是误食农药%鼠药污染的食品$

关键词!食物中毒& 分析& 食品安全& 食源性致病菌& 食品污染物

中图分类号!0’%%1+#*O)(’1,&&文献标识码!3&&文章编号!’((#4$#%,$)(’+%(,4(%,’4(+

9)(12*,*&""&&53&,*&),)+ ,)K()*6"’&8 HIIT %& HI0I
=367L:ME" L>I=CE

$7CEQ; LME"M9N@9b<QMCQML@E"9@FCE/ Z9MUME"<@E" 7CEQ; HCEk:@; .+((((" L:<EC%

9:*%’($%& ;:<#$%,7#&3ECFPkM":MWC""M9EQCE/ MW</MS<VV:C9CV"M9<Q"<VQ@NN@@/ W@<Q@E<EGMUME"@N7CEQ; <E /;9<EG)((# j
)(’)Y=#%4&5*&bMQV9<W"<UMMW</MS<@F@GP[CQ;QM/ "@CECFPkMN@@/ W@<Q@E<EG/C"CN9@S":M9MW@9"QPQ"MS@NMSM9GME"W;JF<V
:MCF": MUME"@N7CEQ; W9@U<EVMN9@S)((# "@)(’)Y>#*61%*&3"@"CF@N.$ N@@/ W@<Q@E<EGMUME"Q[M9M9MW@9"M/ [<": ) %($
U<V"<SQ" CE/ ":MNC"CF<"P9C"M[CQ)1’%- $%#‘) %($ %Y0MW@9"M/ VCQMQS@Q"FP@VV;99M/ <E ":MQMV@E/" ":<9/ D;C9"M9"
MQWMV<CFFP":M3;G;Q"YZ@<Q@E<EG<EV</ME"Q@VV;99M/ S@Q"FP<E ":MNCS<F<MQ" CVV@;E"<EGN@9#’1(+- $+)‘.$% @N":M"@"CF
VCQMQYA@@/ W@<Q@E<EG<EV</ME"QCE/ VCQMQVC;QM/ JPJCV"M9<CFCVV@;E"M/ N@9++1++- $),‘.$% CE/ ,(1#’- $’ %’%‘) %($%
@N":M"@"CFY*:M/MC":Q[M9MS@Q"FPVC;QM/ JP"@X<VV:MS<VCFQ" CVV@;E"<EGN@9,)1̂,- $+#‘%#% @NCFF/MC":QY?&)$16*,&)
&!CV"M9<C[CQ":MW9<SC9PNCV"@9@NN@@/ W@<Q@E<EG" [:<FMWMQ"<V</MCE/ W@<Q@EQ[CQ":MSC<E VC;QM@N/MC":QY

@#2 A&’5*& A@@/ W@<Q@E<EG# CECFPQ<Q# N@@/ QCNM"P# N@@/4J@SMWC":@GMEQ# N@@/ V@E"CS<ECE"

收稿日期!)(’+4(^4’(

作者简介’杨琛&女&主管医师&研究方向为疾病监测和控制&

84SC<F’PV:MErP;k:_’,+YV@S

通讯作者’崔燕&女&主管医师&研究方向为疾病监测和控制&

84SC<F’V;<PCE%’+_’,+YV@S

&&甘肃省自 )((# 年启动中国疾病控制信息系统中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
.突发网/%后"各级疾控中心通过突发网即时报告符
合0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
范1规定的食物中毒事件信息) 食物中毒事件关系到
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为有效预防和控制食物
中毒事件的发生"本文对甘肃省 )((#!)(’) 年突发
网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

中国疾病控制信息系统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报告的甘肃省 )((#!)(’) 年食
物中毒事件)
’1)&方法

对甘肃省 )((#!)(’) 年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
按发生时间*地区*发生场所*中毒原因等进行描述
性分析) 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标准&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级%是指一次食物中毒
人数超过 ’(( 人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 ’( 例以上
死亡病例#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级%是指一次
食物中毒人数超过 ’(( 人"或出现死亡病例#一般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级%是指一次食物中毒人数
+( ĉ ^ 人"未出现死亡病例#未分级事件是指发生
在学校等重要场所以外的"一次食物中毒人数 +( 人
以下"无死亡病例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

)&结果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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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中毒 ) %($ 人"病死率为 )1’%-$%#‘) %($%)
)((% 年与 )((^ 年报告起数最多")((. 年报告中毒
人数最多#)((% 年报告死亡人数最多"病死率最高"
见表 ’) 一般事件发病数最多"较大事件死亡数最
多"未分级事件报告起数和发病人数最少"见表 ))

表 ’&)((#!)(’) 年甘肃省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CJFM’&A@@/ W@<Q@E<EGMUME"Q9MW@9"M/ <E 7CEQ;")((#4)(’)

年份 事件数 病死率‘-$死亡数‘发病数%
)((# $ %1#)$^ ‘’,,%
)((% ’+ %1.#$’# ‘)##%
)((, ’’ ’1%,$# ‘)%.%
)((. $ (1.%$# ‘%+#%
)(($ ’( )1(’$, ‘)^$%
)((^ ’+ ’1+#$, ‘##.%
)(’( % )1(+$# ‘’^.%
)(’’ % +1%.$, ‘’,$%
)(’) % (1%’$’ ‘’^.%

合计 .$ )1’%$%# ‘) %($%

表 )&)((#!)(’) 年甘肃省报告食物中毒事件分级情况
*CJFM)&A@@/ W@<Q@E<EGMUME"Q9MW@9"M/ <E 7CEQ;")((#4)(’)

事件分级 事件数 病死率‘-$死亡数‘发病数%

未分级 ’, (1(($( ‘)(.%

一般 )^ (1(,$’ ‘’ ,))%

较大 ++ .1$’$%+ ‘,.^%

合计 .$ )1’%$%# ‘) %($%

)1)&时间分布
甘肃省各季度食物中毒报告事件多发生在第

二*三季度"详见表 +)
)1+&场所分布

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主要发生在家庭"占总报
告起数的 #’1(+-#发病例数最多的是学校"占总发
&&&

表 +&)((#!)(’) 年甘肃省食物中毒季度分布
*CJFM+&2;C9"M9FP/<Q"9<J;"<@E @NN@@/ W@<Q@E<EGMUME"Q

9MW@9"M/ <E 7CEQ;")((#4)(’)

季度
构成比‘-

事件起数 发病例数 死亡例数
’ ’)1$)$’( ‘.$% %1̂$$’%( ‘) %($% ’’1’’$, ‘%#%
) +%1̂($)$ ‘.$% +)1(,$$(# ‘) %($% +$1$^$)’ ‘%#%
+ +^1.#$+’ ‘.$% #$1$$$’ )), ‘) %($% #)1%^$)+ ‘%#%
# ’’1%#$^ ‘.$% ’+1($$+)$ ‘) %($% .1#’$# ‘%#%

合计 ’((1(($.$ ‘.$% ’((1(($) %($ ‘) %($% ’((1(($%# ‘%#%

病数的 +,1%)-#死亡例数最多的是家庭"占总死亡
例数的 $’1#$-) 详见表 #)

表 #&)((#!)(’) 年甘肃省食物中毒发生场所分布
*CJFM#&H@VC"<@E /<Q"9<J;"<@E @NN@@/ W@<Q@E<EGMUME"Q

9MW@9"M/ <E 7CEQ;")((#4)(’)

场所
构成比‘-

事件起数 发病例数 死亡例数
学校 ’^1)+$’% ‘.$% +,1%)$^’, ‘) %($% .1#’$# ‘%#%

家庭 #’1(+$+) ‘.$% .1))$’$’ ‘) %($% $’1#$$## ‘%#%

集体食堂 .1,^$, ‘.$% ,1̂$$’.% ‘) %($% (1(($( ‘%#%

农村群宴 ’,1,.$’+ ‘.$% )%1#$$,+^ ‘) %($% ’1$%$’ ‘%#%

饮食服务单位 $1̂.$. ‘.$% ’%1$.$+^$ ‘) %($% (1(($( ‘%#%

食品摊贩 +1$%$+ ‘.$% .1.#$’^# ‘) %($% %1%,$+ ‘%#%

其它 )1%,$) ‘.$% (1)($% ‘) %($% +1.($) ‘%#%

合计 ’((1(($.$ ‘.$% ’((1(($) %($ ‘) %($%’((1(($%# ‘%#%

)1#&食物中毒原因
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中"报告起数最多和导致

中毒人数最多的是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导致中毒者
死亡的主要是化学性食物中毒"详见表 %)

+&讨论
根据甘肃省 )((#!)(’) 年报告的食物中毒事

&&&
表 %&)((#!)(’) 年甘肃省报告食物中毒事件原因

*CJFM%&LC;QM@NN@@/ W@<Q@E<EGMUME"Q9MW@9"M/ <E 7CEQ;")((#4)(’)

中毒原因
构成比‘-

事件起数 发病例数 死亡例数
病死率‘-

微生物类

化学类

有毒植物类

不明原因
合&&计

沙门菌 ’,1,.$’+ ‘.$% ).1.’$,^% ‘) %($% (1(($( ‘%#% (1(($( ‘,^%%
志贺菌 +1$%$+ ‘.$% ’,1.%$#)( ‘) %($% (1(($( ‘%#% (1(($( ‘#)(%
致泻性大肠埃希菌 )1%,$) ‘.$% +1#.$$. ‘) %($% (1(($( ‘%#% (1(($( ‘$.%
肉毒杆菌 )1%,$) ‘.$% (1+)$$ ‘) %($% .1#’$# ‘%#% %(1(($# ‘$%
变形杆菌 )1%,$) ‘.$% %1̂#$’#^ ‘) %($% (1(($( ‘%#% (1(($( ‘’#^%
腊样芽孢杆菌 ’1)$$’ ‘.$% ’1%^$#( ‘) %($% (1(($( ‘%#% (1(($( ‘#(%
葡萄球菌肠毒素 )1%,$) ‘.$% +1$+$^, ‘) %($% ’1$%$’ ‘%#% ’1(#$’ ‘̂,%
其他 ’1)$$’ ‘.$% (1$($)( ‘) %($% (1(($( ‘%#% (1(($( ‘)(%
小计 ++1++$), ‘.$% ,(1#’$’%’% ‘) %($% ^1),$% ‘%#% (1++$% ‘’ %’%%
农药鼠药 ’.1̂%$’# ‘.$% +1%%$$^ ‘) %($% %(1(($). ‘%#% +(1+#$). ‘$^%
亚硝酸盐 +1$%$+ ‘.$% +1.%$^# ‘) %($% .1#’$# ‘%#% #1),$# ‘̂#%
其他 )1%,$) ‘.$% (1)$$. ‘) %($% %1%,$+ ‘%#% #)1$,$+ ‘.%
小计 )#1+,$’^ ‘.$% .1%$$’^( ‘) %($% ,)1̂.$+# ‘%#% ’.1$^$+# ‘’^(%
菜豆 %1’+$# ‘.$% ,1()$’%’ ‘) %($% (1(($( ‘%#% (1(($( ‘’%’%
毒蘑菇 ’(1),$$ ‘.$% ’1#($+% ‘) %($% ’#1$’$$ ‘%#% ))1$,$$ ‘+%%
蓖麻 )1%,$) ‘.$% ’1+,$+# ‘) %($% (1(($( ‘%#% (1(($( ‘+#%
发芽马铃薯 ’1)$$’ ‘.$% ’1,+$#’ ‘) %($% (1(($( ‘%#% (1(($( ‘#’%
小计 ’^1)+$’% ‘.$% ’(1#’$),’ ‘) %($% ’#1$’$$ ‘%#% +1(.$$ ‘),’%

)+1($$’$ ‘.$% )’1,’$%#) ‘) %($% ’)1̂,$. ‘%#% ’1)^$. ‘%#)%
’((1(($.$ ‘.$% ’((1(($) %($ ‘) %($% ’((1(($%#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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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资料显示"甘肃省食物中毒共报告 .$ 起"病死率
为 )1’%- $ %#‘) %($ %) 时间分布上"与全国一
致 ’’ j)( "主要集中在第二*三季度) 事件类别以较大
事件最多"++ 起 $占 #)1+’-%"且较大事件发生后
导致的死亡数最多) 食物中毒的致病因素以微生
物为主"化学性食物中毒导致的死亡数最多)

甘肃省 )((#!)(’) 年发生的食物中毒场所主
要是家庭*学校和农村群宴) 家庭中毒事件导致的
死亡人数最多"主要是由误食鼠药*农药污染食物
引起的化学性食物中毒和误食毒蘑菇等有毒植物
引起的中毒) 学校和农村群宴虽然报告起数不是
最多"但是发病人数最多"且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
大) 甘肃省广大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日趋富
裕"在结婚*丧葬等情况下均自办家宴待客"此类家
宴大多数加工场所与就餐场所在室外"由于缺少冷
藏设施*生熟不分*加工操作不规范*人员流动性大
以及卫生意识不强等 ’+( "易导致食物中毒事件发
生#学校食堂主要是设施条件落后"在食品加工过
程中由于操作不规范"微生物杀灭不完全"易引起
微生物类食物中毒 ’#( )

甘肃省 )((#!)(’) 年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中"
未查明中毒原因的占 )+1($-"其主要原因一是引
起食物中毒的病因物质复杂 ’)"%( "二是确定病因物
质需要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样品采集*实验室检验
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在个案调查中由于诸多影响
因素"导致调查结果差强人意) 当卫生部门接到报告
调查取证时"往往加工场所已做了清理"导致无法采
集样品或所采样品未能检出致病菌) 患者大多在就
近的门诊部就诊"而门诊部不具备化验室"常规要求
的对所有腹痛腹泻患者进行粪便化验或留样送检缺
失’,( ) 此外基层实验室检测能力也不足’.( )

因此"建议食品监督部门加强食物中毒高发季节
的卫生监督检查#加强学校*集体食堂等重点场所的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改善食品行业的卫生设施"保证食品
卫生质量#加强重点餐饮服务单位和公众的食品安全
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引导公众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掌握正确的食品加工和储存方法#规范农药*鼠药等烈
性毒物管理’%"$( #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技术指导
和培训"使其掌握常见农药引起食物中毒的诊断和救
治方法"有效降低中毒患者的病死率’$( ) 加强对参与
处置食物中毒事件专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依照相关程
序和规范开展全面细致的调查$包括流行病学*卫生学
调查及其分析研究%取样工作"提高实验室检验能力"
强化公共事件应急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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