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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泰安市 2015—2021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流行病学特征，为提出相应预防措施提供理论依

据。方法　收集 2015—2021 年泰安市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上报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并进行

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2015—2021 年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375 起，发病 1 943 人，住院 279 人，无死

亡，发病人数在 30 人以下的事件 365 起（97. 33%）。第二、三季度是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高发季节，事件数共 298
起，占 79. 47%。发生在餐饮服务场所的事件数和发病人数最多，分别占 53. 33%（200/375）和 69. 58%（1 352/1 943），

其次为家庭，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分别占 41. 07%（154/375）和 21. 62%（420/1 943）。致病因子不明的事件数最多，占

89. 87%（337/375）。已查明致病因子的事件中，微生物性和化学性一样多，均占 39. 47%（15/38）；化学性事件中，8 起

因家庭自种韭菜中的农药残留引起，6 起为餐饮服务场所的亚硝酸盐中毒。结论　应强化对餐饮服务场所的监管

和从业人员食品卫生基础知识的培训，同时，加强家庭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对家庭自种韭菜中农药使用进行

技术指导。提升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验能力，提高病因的查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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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Tai’an City from 2015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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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by 
analyzing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events from 2015 to 2021. Methods　 The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reported in Tai’an City through the “Nationa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Surveillance 
System” from 2015 to 2021 were collected for 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375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were reported from 2015 to 2021， with 1 943 cases of illness and 279 cases of hospitalization， and no 
death was reported.  There were 365 outbreaks （97. 33%） with fewer than 30 cases of illness.  The second and third 
quarters saw the high incidence season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the number of events was 298， accounting for 
79. 47%.  The largest number of events and cases occurred in the catering service place， accounting for 53. 33% （200/
375） and 69. 58% （1 352/1 943）， respectively.  Secondly for family food safety， the number of events and disease cases 
accounted for 41. 07% （154/375） and 21. 62% （420/1 943） of all outbreaks，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number of events 
with unknown pathogenic factors accounted for 89. 87% （337/375） of all outbreaks.  In the events in which the causal 
factors （microbiological， microbial， and chemical contamination） were identified as many， all factors accounted for 
39. 47% （15/38）.  Eight of the chemical events caused by pesticide residues were in domestic leeks； six cases of nitrite 
poisoning were in catering service places. Conclusion　 The supervision of catering service places and training of 
employees o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food hygien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urthermore， the publicity of family food safety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pesticides in family self-grown leek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capacity 
of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ing and the rate of detection of clear pathogenic factors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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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

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

是发展中国家，食源性疾病都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公

共卫生问题［1］，并且食源性疾病是影响中国食品安

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

学技术的进步，食物生产与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人类食物链环节逐渐增多，食物结构更加复杂，

为食品安全增添了新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随着

居民食物种类、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变化，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规律也发生了变化［3］。为了解泰

安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变化趋势，对全市 2015—
2021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

析，以期为提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15—2021 年泰安市辖区各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参与调查，并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

暴发监测系统”报告的所有发病人数在 2 人及以上

或死亡 1 人及以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1. 2　统计学分析

从报告系统中导出数据，采集暴发事件的事

件、场所、时间、原因食品和致病因子等，使用 Excel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描述

2015—2021 年期间，全市共上报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 375 起，发病 1 943 人，住院 279 人，无死亡，

375 起事件中，平均每起发病数 5. 2 人（1 943/375），

发病人数超过 100 人 1 起（0. 27%），发病人数在 10 人

以下的事件 346 起（92. 27%），详见表 1~2。
2015—2021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数和发病

人数趋势一致，2015—2019 年逐年上升，2019 年后

受新冠疫情影响有所下降，2020 年和 2021 年持平，

详见图 1。

2. 2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时间分布

第一季度暴发事件发生起数较少，第二季度增

多，第三季度达高峰，第四季度下降明显。事件数

最多的是第三季度 171 起（45. 60%），发病人数最多

的是二季度 826 人（42. 52%），详见表 3。

2. 3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场所

发生在餐饮服务场所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数、发病人数、住院人数均最多 ，分别为 200 起

（53. 33%）、1 352 人（69. 58%）、200 人（71. 68%）；其

次为家庭，事件数为 154 起（41. 07%），发病人数为

420 人（21. 62%），住院人数为 51 人（18. 28%），详

表 1　2015—2021 年泰安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年度分布情况

Tabl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Tai’an City from 2015 to 2021
时间/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合计

事件数

5
25
48
95
96
53
53

375

构成比/%
1.33
6.68

12.80
25.33
25.60
14.13
14.13

100

发病人数

24
190
296
399
438
309
287

1 943

构成比/%
1.24
9.78

15.23
20.54
22.54
15.90
14.77

100

住院人数

6
81

100
32
30
13
17

279

构成比/%
2.15

29.04
35.84
11.47
10.75

4.66
6.09

100

死亡人数

0
0
0
0
0
0
0
0

发病数/起

4.8
7.6
6.2
4.2
4.5
5.8
5.4
5.2

表 2　2015—2021 年泰安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每起

发病人数规模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each incidence number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Tai’an City from 2015 to 2021

发病人数/起

≥100
50~99
30~49
10~29
<10
合计

事件数

1
5
4

19
346
375

构成比/%
0.27
1.33
1.07
5.07

92.27
100

发病人数

110
339
166
308

1 020
1 943

构成比/%
5.66

17.45
8.54

15.85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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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21 年泰安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趋势

Figure 1　Trend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Tai’an City 
from 2015 to 2021

表 3　2015—2021 年泰安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季度分布

Table 3　Quarterly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Tai’an City from 2015 to 2021

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事件数

32
127
171

45
375

构成比/%
8.53

33.87
45.60
12.00

100

发病人数

194
826
745
178

1 943

构成比/%
9.98

42.52
38.34

9.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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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4。
2. 4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因子

375 起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开展了致病因子检

测。其中，致病因子不明的事件数、发病人数、住院

人 数 最 多 ，分 别 为 337 起（89. 87%）、1 404 人

（72. 26%）、160 人（57. 35%）。在查明致病因子的事

件中，微生物性和化学性事件数均为 15 起，其中，

微生物性致病因子前 3 位分别是变形杆菌（5 起）、

沙门菌（4 起）、诺如病毒（2 起）；化学性致病因子主

要为农药（8 起）、亚硝酸盐（6 起），详见表 5。

2. 5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原因食品

原 因 食 品 前 3 位 分 别 是 多 种 食 品 73 起

（19. 45%）、肉与肉制品 70 起（18. 6%）、蔬菜与蔬菜

制品 52 起（13. 87%）；单一食品引发事件首位是肉

与肉制品，详见图 2。

3　讨论

本研究中泰安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

有明显的季节性，报告起数和发病人数均以第二和

第三季度为主，与本省以往报道的季节性特征基本

一致［8，13-14］。原因是夏秋季气温较高、湿度较大，病

原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速度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

质。另外，第二、三季度正值作物生长、收获期，病

虫多从而使用农药机会多，同时食用野生蘑菇和野

菜机会多，都是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高发的原因。

因此，应重点预防夏秋季节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值

得关注的是，泰安市辖区山地多盛产各类野生蘑菇

和野菜，当地群众有采食野生蘑菇和野菜的习惯，

误食毒蘑菇和有毒植物事件屡有发生，往年研究结

果提示毒蘑菇引起死亡最多［5］，由此可见对来泰山

旅游者的预警宣传尤为重要。在已查明的致病因

子中，微生物性引发事件数和发病人数位居前列，

它是影响食品安全的关键因素，控制微生物性食源

性疾病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可有效降低暴发起

数和发病人数［11］。农药残留引起的中毒事件 8 起均

来自家庭自种韭菜，与江苏省报道的无农药残留引

发中毒事件不同［6］，最大的原因是山东是韭菜种植

大省，泰安家庭散种情况普遍，为防止病虫害，违规

使用禁用农药，多地报道韭菜中农药残留较为严

重［15-18］，提示加强群众性食源性疾病预防和宣传教

育的重要性［2］。亚硝酸盐中毒 6 起多来自餐饮服务

场所，因违规采购、储存和使用，造成误食、误用，多

表 4　2015—2021 年泰安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生场所

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occurrence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Tai’an City from 2015 to 2021

发生场所

餐饮服务场所

家庭

校园

其他

不明

合计

事件数

200
154

4
16

1
375

构成

比/%
53.33
41.07

1.07
4.27
0.26

100.00

发病

人数

1 352
420

17
152

2
1943

构成

比/%
69.58
21.62

0.88
7.82
0.10

100.00

住院

人数

200
51

0
9

19
279

构成

比/%
71.68
18.28

0.00
3.23
6.81

100.00

表 5　2015—2021 年泰安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因子

分类

Table 5　Classification of pathogenic factors for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events in Tai’an City from 2015 to 2021

致病因子

致病因子不明

微生物性

化学性

有毒植物及其毒素

真菌及其毒素

混合因素

合计

事件数

337
15
15

6
1
1

375

构成

比/%
89.87

4.00
4.00
1.60
0.27
0.27

100

发病

人数

1 404
385

54
13

2
85

1943

构成

比/%
72.26
19.81

2.78
0.67
0.10
4.38

100

住院

人数

160
77
26

4
2

10
279

构成

比/%
57.35
27.60

9.32
1.43
0.72
3.58

100

报告起数 构成比%

水
产
品

多
种
食
品

混
合
食
品

肉
与
肉
制
品

蔬
菜
与
蔬
菜
制
品

水
果
与
水
果
制
品

不
明
食
品

其
他
(非

食
品
)

豆
制
品

乳
与
乳
制
品

蛋
与
蛋
制
品

饮
料
类

冷
冻
饮
品

即
食
调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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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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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食
制
品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注：多种食品指事件中的原因食品分类超过 3 类（种），同时又不能明确具体的病因性食品时，原因食品就按多种食品；混合食品指事件中的

原因食品是一个含多种食物成分的菜品或主食。

图 2　2015—2021 年泰安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原因食品分布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food causes for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events in Tai’an City from 2015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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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屡禁不止，说明对餐饮服务场所的食品安全监

管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加强。

在发生场所分布上，餐饮服务场所是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与本省潍坊市报道的

以家庭为主不同［14］，这可能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的报告标准有关［7］，提示餐饮服务场所仍是防控的

重点。餐饮服务场所食品加工不当与交叉污染是

引起暴发的最常见因素［8］，需要加强餐饮服务场所

HACCP 系统管理［12］和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卫生基础

知识培训［4］。其次是家庭占比 41. 07%，和既往分析

基本一致，多年来居高不下，说明加强家庭健康知

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食品安全防范意识［5］，仍是

下一步需加强的重点工作。

引发因素以不明原因为主，与南京市［9］和黑龙

江省［10］及本省潍坊市［14］的报道一致。原因主要是

事件报告不及时、留样意识不强以及在事件处置过

程中多部门协作沟通不当，很难采到相关样品，从

而不能确定具体的引发因素；再就是实验室检测能

力的欠缺。引发事件最多的是多种食品，常见原因

有以下几点：一是此类事件大多来自聚餐，食品种

类多，留样品种往往不全；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遇

事先找商家，在调查前商家可能会处理现场，导致

样品采集和调查困难；二是食品操作者害怕老板追

责，食品操作工艺再现和实际不符，很难追溯。三

是现场调查技能的不足，在复杂的暴发事件中，缺

乏“抽丝剥茧”的能力。

综上所述，我市应进一步加强对食源性疾病的

重视，提升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验能力，提高病

因查明率。强化对餐饮服务场所的监管和对从业人

员食品卫生基础知识的培训，同时，加强家庭食品安

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对家庭自种韭菜中农药使用进

行技术指导，做好有毒蘑菇和有毒植物中毒的预警

工作，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保护公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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