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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查 ,3 家加工点卫生条件差、缺少必要的卫生设施、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 ,滥用糖精钠。吉祥

食品饮料厂和曙光食品厂无卫生许可证生产 ,人员无健康证 ;圣双喜食品饮料厂 2003 年 2 月在蚌埠市卫生

局申领了卫生许可证。蚌埠市卫生局依法对吉祥食品饮料厂和曙光食品厂给予取缔、罚款 ,对圣双喜食品

饮料厂给予吊销卫生许可证、罚款的行政处罚。

保定市卫生局在省卫生监督所配合下 ,立即对雄县崔村“稻香村”南味食品厂、容城县鹤钧食品厂、盛全

食品厂和安新县“保婴”食品厂进行查处。经查 ,雄县崔村“稻香村”南味食品厂无卫生许可证 ;容城县鹤钧

食品厂和盛全食品厂达不到相应卫生要求 ,却办理了卫生许可证 ;安新县“保婴”食品厂在 2002 年 10 月被吊

销了卫生许可证。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责令 4 家食品厂停业 ,对雄县崔村“稻香村”南味食品厂给予停业

和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 ,对安新县“保婴”食品厂给予停业和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 ,对容城县鹤钧食品厂

和盛全食品厂给予吊销卫生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并按规定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二、相关行政责任人的处理情况

(一)河北省容城县、安新县县委、县政府分别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

11 对容城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张清会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对南张镇防疫监督所所长王国胜给予行政记

过处分 ;取消上述二人的监督员资格。

21 对安新县卫生防疫站主管站长张东全县通报批评 ,要求其写出深刻检查 ;取消安新县卫生防疫站食

品卫生监督科科长刘景奎、副科长孙子谦的监督员资格 ,调离监督科室。

(二)保定市卫生局对雄县、容城和安新等三县卫生局及监督不力的卫生监督员进行全市通报批评 ,河

北省卫生厅也通报了事件的处理情况。

河北省卫生行政部门在事件处理过程中 ,态度坚决 ,措施果断 ,敢于从自身管理入手 ,主动查找差距 ,进

一步强化责任意识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较好地履行了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三、工作要求

从以上两起事件的处理情况看 ,当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卫生监督工作还

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各地要从这两起事件中认真汲取教训 ,举一反三 ,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严把准入

关 ,切实加强职责范围内的食品卫生监督检查工作 ,防止流于形式 ,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并

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整改意见落实到实处 ;对拒不改正的 ,坚决撤销其卫生许可证。同时 ,要加强对执法人员

的监督管理 ,强化其责任意识 ,对不履行职责、乱发证 ,日常监管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要严格按照规定追究

责任。

特此通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三年十月十三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3 ]335 号

卫生部关于 2003 年第三季度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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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现将 2003 年第三季度全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通报如下 :

一、中毒情况分析

(一)月度报告情况分析。

2003 年第三季度 ,我部共收到全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156 起 ,中毒 4945 人 ,死亡 145 人 ,中毒起数

比今年第二季度增加 25. 8 % ,中毒人数增加 9 % ,死亡人数增加 7417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中毒起数增加

21814 % ,中毒人数增加 4019 % ,死亡人数增加 9519 %。

9 月份报告中毒起数和中毒人数为本季度最多 ,分别占本季度中毒起数和中毒人数的 4612 %和 5716 % ,

其中 ,报告学校食物中毒 47 起 ,2376 人中毒 ,分别占本月中毒起数和人数的 6513 %和 8314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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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3 年第三季度全国食物中毒月度报告情况

月份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第三季度 去年同期 第三季度 去年同期 第三季度 去年同期

7 月 38 7 819 188 44 15

8 月 46 10 1277 478 57 7

9 月 72 32 2849 2843 44 52

合计 156 49 4945 3509 145 74

　　(二)致病因素和原因分析。

11 本季度报告的化学性食物中毒为 51 起 ,中毒 1013 人 ,死亡 54 人 ,中毒起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21818 % ,

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1717 %和 118 %。其中 ,报告剧毒鼠药中毒约占一半 ,共 25 起 ,中毒 615 人 ,死

亡 31 人 ,分别占化学性食物中毒总数的 49 %、6017 %、5714 %。其次为亚硝酸盐和有机磷农药中毒 ,误食或

投毒是化学性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21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报告 49 起 ,中毒 2938 人 ,死亡 20 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 ,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

加 17212 %、5817 % ,死亡人数增加 19 人。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为肉毒梭菌 ,如本季度 ,青海省

连续发生三起牧民因食用未加工熟的变质牛、羊肉引起肉毒梭菌中毒 ,共造成 23 人中毒 ,其中 17 人死亡。

食品加热不彻底、贮存不当、容器污染是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31 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 36 起、444 人和 62 人 ,分别比去年同期

增加 22713 %、6517 %和 34219 % ,病死率 1410 % ,死亡人数和病死率均列各类致病因素之首 ,其中以毒蕈中毒

危害最为严重。本季度共报告重大毒蕈中毒 26 起 ,中毒 140 人 ,死亡 53 人 ,病死率高达 3719 % ,主要是误食

引起。

41 不明原因食物中毒报告 20 起 ,中毒 550 人 ,死亡 4 人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 400 %、24519 %、125 %(见

表 2) 。

表 2 　2003 年第三季度全国食物中毒致病因素情况

致病因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第三季度 去年同期 第三季度 去年同期 第三季度 去年同期

微生物性 49 18 2938 1851 20 1

化学性 51 16 1013 1231 54 55

有毒动植物 36 11 444 268 62 14

原因不明 20 4 550 159 9 4

合计 156 49 4945 3509 145 74

　　(三)食物中毒发生场所情况。

11 家庭仍然是食物中毒报告数量和死亡数量最多的场所 ,报告 78 起 ,中毒 1115 人 ,死亡 132 人 ,死亡人

数占本季度死亡总数的 9110 %。

21 集体食堂中毒发生人数最多 ,为 2570 人 ,占总中毒人数的 52 %。与去年同期相比 ,集体食堂食物中

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9518 %、2316 % ,死亡人数减少 3 人 ,家庭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

亡人数分别增加 420 %、7015 %、47319 %。

31 饮食服务单位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21617 %、5512 % ,死亡人数减少 9015 % ;其它场

所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200 %、10512 %、50 %。

41 本季度报告学校发生的食物中毒 65 起 ,中毒 3270 人 ,无死亡 ,中毒起数、人数分别占总报告数的

4117 %和 6611 % ,其中 39 起是由微生物引起 ,导致 2100 人中毒。与上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减少 115 % ,中毒

人数增加 414 %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中毒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26111 %和 10517 %(见表 3) 。

(四)食物中毒报告数量增多的原因分析。今年前三季度食物中毒报告数量明显增加 ,主要原因有以下

方面 :

11 今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发生之后 ,国家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各地对食物中毒的

报告意识和报告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食物中毒漏报、瞒报情况明显减少。同时 ,卫生部加大对食物中毒报告

的管理 ,对报告不及时的个别卫生部门进行通报 ,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教育和警示作用 ,这是今年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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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量增多的最重要原因。

表 3 　2003 年第三季度全国不同场所食物中毒报告情况

致病因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第三季度 去年同期 第三季度 去年同期 第三季度 去年同期

集体食堂 47 24 2570 2080 0 3

家庭 78 15 1115 654 132 23

饮食服务单位 19 6 1024 660 4 42

其它场所 12 4 236 115 9 6

合计 156 49 4945 3509 145 74

　　21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明显加大。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信息传递 ,使大部分的食物中毒事件不可

能再被忽视或掩盖。今年我部曾多次通过互联网了解到部分地区发生的食物中毒信息 ,并经进一步调查并

确认。

31 今年前三季度学校发生的食物中毒报告明显增加 ,主要是近年来学校对改善学生食堂加工条件重视

不够、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而造成的。

二、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食物中毒报告工作。今后 ,要逐步将食物中毒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信息报告系

统 ,使食物中毒信息报告与疾病监测报告系统有效地结合起来 ,加快食源性疾病监测和管理并与国际接轨。

(二)继续提高对食物中毒的医疗救治和调查处理水平 ,一是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卫生监督机构

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高对食物中毒事件的快速反应意识和反应机制能力 ,加强对信息反馈和医疗卫生机构

报告的监督、管理制度 ;二是落实食物中毒指定救治医院 ,进行有针对的培训 ,保持对食物中毒事故的警惕

性和敏感性 ,配备必要的救治药品和急救器械 ,开展应急处理和救治队伍的演练 ,提高救治效果 ;三是加强

对卫生专业技术机构人员的食物中毒相关知识培训 ,为基层配备现场快速检测设备、调查取证工具、通讯和

交通工具 ,增强食物中毒事故快速反应能力 ,提高调查、处理水平。

(三)继续加强和完善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 ,提高食物中毒事故的预警能力。要利用现有

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 ,有计划地开展流行病学监测和病原学检测 ,加强信息分析和反馈能力 ,

开展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预警 ,不定期发布预警信息。

(四)提高食物中毒预防能力。通过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加大食品卫生监督量化管理方法的推

广 ,同时 ,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场所的食品卫生监督力度 ,实行食物中毒责任追究制度。

(五)加强对食品从业人员的卫生和法律知识培训 ,提高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自身管理能力。要继续大

力强调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负责人、卫生管理员和一般从业人员的培训 ,要使培训管理制度化 ,培训内容实

效化。

(六)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工作开展 ,不断改善群众的卫生意识和卫生习惯 ,提高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知识

的知晓率。要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合作 ,加强对农村、学校、家庭和工地食堂等食品卫生薄弱环节的宣

传和教育 ,以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方式进行宣传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食物中毒预防知识。

另外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向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宣传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危害 ,提高食品

安全管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争取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 ,更好的做好食物中毒预防控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三年十二月二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3 ]289 号

卫生部关于 2003 年第五次食品卫生监督抽检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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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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