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各部门要在认真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 ,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和

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 ,按照求真务实和抓专、抓细、抓实的要求 ,明确工作重点、任务和目标 ,提出具体措施 ,

责任一定要落实到具体部门。

(三)抓好舆论宣传工作

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作用 ,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 ,大力宣传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

法规和食品放心工程 ,普及食品安全的科学知识 ,发动群众积极参与 ,增强全社会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

切度。国家有关部门将在 5 月中旬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请各地认真组织 ,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报道食品

安全监管中的好典型 ,及时客观地曝光违法案件 ,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强行业道德和规范 ,重视企业信

用 ,自觉地建立自律机制。要进一步强化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消费者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意识。

(四)加大督查督办工作的力度

加强督查督办是实施好食品放心工程的一项重要措施。今年检查督办的重点是 :去年工作有待加强

的、媒体曝光频率较高的、群众反映集中的地区或问题 ;信息报告不及时、不准确、不真实的问题。对工作不

力的要予以通报批评。国家有关部门除在黄金周、重点节假日做好专项督促检查外 ,还要做好明查暗访工

作。第三季度前将统一组织督查组 ,对各地实施食品放心工程的情况进行检查。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4 ]120 号

卫生部关于 2004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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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1 月 26 385 31

2 月 25 632 15

3 月 22 612 13

合计 73 1629 59

致病因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化学性 42 627 49

微生物性 11 496 2

有毒动植物 7 149 4

不明原因 13 357 4

合计 73 1629 59

就餐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31 1247 5

家庭 30 129 41

饮食单位 5 177 5

其他 7 76 8

合计 73 1629 59

2004 年第一季度 ,我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73 起 ,中毒 1629 人 ,死亡 59 人。再将有关情况通

报如下 :

　　一、中毒发生情况

(一)按月报告情况

1. 月份重大食物中毒死亡人数最多 ,占本季度死亡人数的 5215 % ,2 月份重大食物中毒中毒人数最多 ,

占本季度中毒人数的 3818 %。与去年同期相比 ,报告中毒起数增加 23118 %、中毒人数增加 9914 %、死亡人

数增加 7315 %。

　　(二)按致病因素分类

　　本季度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

数最多的均为化学性食物中毒 ,分别占 5715 %、

3717 %、8311 % ,且病死率也最高 ,为 718 %。与去年

同期相比 ,化学性食物中毒报告中毒起数增加

25010 %、中毒人数增加 9213 %、死亡人数增加

11310 %。剧毒鼠药和亚硝酸盐是引起化学性食物

中毒的主要原因 ,报告中毒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

数分别占化学性食物中毒的 6119 %、5417 %、

5711 % ,其中由剧毒鼠药引起 17 起 ,102 人中毒 ,19

人死亡 ;由亚硝酸盐引起 9 起 ,241 人中毒 ,9 人死

亡。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报告中毒起数增加 5711 %、

中毒人数增加 16512 %、死亡人数减少 6617 %。

　　(三)按就餐场所分类

本季度集体食堂和家庭是发生食物中毒的主

要场所。发生在集体食堂的中毒人数最多 ,占总中

毒人数的 7616 %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致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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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化学性 5 91 0

微生物性 8 415 0

有毒动植物 4 140 0

不明原因 9 321 0

合计 26 967 0

就餐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5 54 4

家庭 9 39 12

其他 3 9 3

合计 17 102 19

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6915 %。与去年同期相比 ,

发生在家庭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

增加 13018 %、4114 % ,中毒人数减少 4816 %。

　　(四)学校食物中毒发生情况

　　本季度微生物性和不明原因的食物中毒是学

校发生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占报告起数和中毒人

数的 6514 %和 7611 %。与去年同期相比 ,学校食物

中毒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22510 %和

7310 %。

(五)剧毒鼠药中毒情况

本季度剧毒鼠药食物中毒发生在家庭最多 ,占

报告起数 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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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5 %、1613 %、3818 %。与去年同期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报

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8819 %、516 % ,中毒人数减少 1917 %。

　　二、原因分析

(一)各级卫生部门加强了食物中毒的报告管理。自去年 5 月 9 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布实

施后 ,各级卫生部门加强了食物中毒的报告管理 ,重大食物中毒漏报、瞒报情况减少 ,致使本季度食物中毒

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幅度都较大。

(二)在农村投毒、误食有毒物质造成的食物中毒居高不下。投毒、误食有毒物质是造成家庭发生食物

中毒和化学性食物中毒最主要原因 ,也是造成人员死亡的主要因素。如由剧毒鼠药和亚硝酸盐引起的食物

中毒 5318 %发生在家庭 ,且 7311 %发生在农村。

(三)因食品加工和贮存不当、容器污染等是造成学校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学校食堂应加强食品卫生

管理。另外学校内食品摊点造成的食物中毒也不可忽视 ,如 2 月 21 日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临淮中学的食物

中毒就是该校职工家属在校内私自制售炒米饭 ,由于被蜡样芽孢杆菌污染导致 129 名学生中毒。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夏季是食物中毒高发季节 ,为预防和控制食物中毒 ,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现提出以下

要求。

(一)加强对预防食物中毒工作的领导。各级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结合当前

实施的食品药品放心工程有关工作 ,以推行量化分级管理为手段 ,加大食品专项整治力度 ,认真部署和落实

各项预防、控制食物中毒的措施 ,及时发现和消除食物中毒的隐患。

(二)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检查。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将集体

食堂 ,尤其是工地食堂、学校食堂和学校集体餐供应单位列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对非法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要坚决予以取缔。

(三)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与新闻媒体合作 ,广泛宣传食品安

全知识 ,开展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教育工作。对常见的有机磷农药、亚硝酸盐、剧毒鼠药、致病微生物引起

的食物中毒的症状及预防、控制方法和措施要大力宣传 ,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四)要认真做好食物中毒患者的救治工作。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落实食物中毒救治预案 ,做好有关药

品、器材和抢救人员的准备工作 ,对食物中毒患者要全力组织救治。同时 ,要加强对基层卫生人员处理食物

中毒事件的培训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四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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