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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广大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餐饮卫生状况有了很大进步 ,卫生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但是 ,我国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特别是一些中小餐饮企业在卫生意识和卫生条件、管理水平、从业

人员素质等方面差距较大 ,导致食物中毒事故屡有发生 ,食品安全形势仍很严峻。《规范》是在相关法律法

规基础上 ,结合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制定的一部重要规范性文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站在践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高度 ,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促进经济发展出发 ,把贯彻实施《规

范》作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的具体体现 ,加强领导 ,认真组织 ,结合当地实

际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二、精心组织 ,积极宣贯

《规范》既是卫生部门执法监督的重要依据 ,也是餐饮业、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 ,更是

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规范》宣贯工作的组织领导 ,要把宣贯工作

作为近期食品卫生工作的重点 ,紧紧围绕《规范》各项内容 ,通过多种渠道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用 ,开展形

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贯活动 ,在 10 月 1 日前后掀起一个宣贯高潮。要让消费者了解《规范》,提高广大

消费者的健康权益意识 ,充分发挥食品卫生社会监督的作用 ;要让餐饮业、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熟悉《规范》,

认真学习领会《规范》各项内容 ,按照《规范》要求不断完善自身管理制度 ,提高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 ;要让食

品卫生监督人员掌握《规范》,在餐饮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中熟练使用《规范》,同时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

训 ,提高执法水平。

三、协调配合 ,加强勾通

《规范》涉及餐饮企业、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学校、建筑工地、机关、企业食堂等各方面 ,做好餐饮业卫生

管理工作离不开各行业主管部门、协会、企业和消费者的支持配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

一领导下 ,主动加强与商务、教育、建设、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和烹饪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联系 ,明确职

责 ,密切合作 ,共同做好《规范》宣贯实施和餐饮业卫生管理工作。同时 ,要深入到各类餐饮单位和消费者中

去 ,了解《规范》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建立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良好的

勾通机制 ,督促企业加强自主管理 ,引导消费者健康的饮食和卫生习惯。

四、严格执法 ,落实责任

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应严格按照《规范》各项规定建立自身管理

制度 ,确保消费者饮食健康。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 ,加大对餐饮业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在《规范》实施前 ,做好辖区内所有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的摸底调查 ;《规范》实施后至今年底前 ,开展

一次全面监督检查 ,对现有达不到《规范》要求的要限期整改 ;对新开办的要严格审核 ,达不到《规范》要求的

坚决不予核发卫生许可证 ;对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违反《规范》要求 ,尤其是造成食物中毒和食源性

疾病发生的 ,要根据《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同时 ,各地要将

《规范》实施与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推行工作有效结合 ,相互促进 ,推动餐饮业和集体用餐单位

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请各地将《规范》贯彻实施的有关情况及时反馈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五年九月七日

卫生部文件
卫应急发[2005 ]419 号

卫生部关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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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2005 年第三季度 ,我部共收到全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84 起 ,中毒3 751人 ,死亡 96 人。与去年同期

相比 ,报告起数减少 3618 % ,中毒人数减少 3416 % ,死亡人数增加 211 % ;与上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

2514 % ,中毒人数增加 7612 % ,死亡人数增加 6217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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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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1 985 30

8 月 34 1311 34

9 月 29 1455 32

合计 84 3751 96

　　本季度 ,9 月份重大食物中毒的中毒人数最多 ,占总中毒人数的 3818 % ,8 月份重大食物中毒的死亡人

数最多 ,占死亡人数的 3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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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964 2

化学性 21 446 42

有毒动植物 20 515 37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19 826 15

合计 84 3751 96

　　本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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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6 % ,中毒人数的

5214 % ,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4318 %。

与去年同期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6119 %、5418 %、9015 % ;

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2212 %、4210 % ,死亡人数增加 4418 %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

物中毒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4714 %、918 % ,中毒人数增加 314 %。

与上季度相比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有较大增加 ,报告起数增加 12212 % ,中毒人数增加 12 倍 ,死

亡人数增加 18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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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495 5

家庭 42 1007 87

饮食服务单位 15 1238 0

其它场所 4 11 4

合计 84 3751 96

　　本季度 ,家庭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死亡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5010 % ,死亡人数的 9016 % ;集

体食堂食物中毒人数最多 ,占总中毒人数的 3919 %。

与去年同期相比 ,集体食堂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412 %、1017 % ,死亡人数增加

6617 % ;家庭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4914 %、6314 % ,死亡人数增加 214 % ;饮食服务单位食

物中毒报告起数减少 613 % ,无死亡 ,中毒人数增加 3210 % ;其它场所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

数分别减少 6010 %、9711 %、2010 %。

与上季度相比 ,集体食堂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7619 %、11710 % ,死亡 5 人 ;家庭食物

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5516 %、39316 %、10213 % ;饮食服务单位食物中毒的报告起

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3614 %、8211 % ;其他场所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7510 %、

9810 %、7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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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10 0

化学性 1 53 0

有毒动植物 3 208 0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4 255 0

合计 13 8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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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 ,学校共发生食物中毒 13 起 ,中毒人数 826 人 ,无死亡。微生物引起的学校食物中毒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3815 %、中毒人数的 3715 %。

与去年同期相比 ,学校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3510 %、3411 % ,死亡减少 2 人。

与上季度相比 ,学校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3510 %、3412 % ,死亡减少 1 人。

(五)剧毒鼠药中毒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家庭 8 138 28

集体食堂 1 53 0

合计 9 191 28

　　本季度 ,全国共报告剧毒鼠药中毒 9 起 ,中毒 191 人 ,死亡 28 人 ,病死率为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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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 %、4218 %、6617 %。

与去年同期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 ,分别增加 8010 %、80915 %、25010 %。

与上季度相比 ,剧毒鼠药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 ,分别增加 8010 %、36519 %、60010 %。

二、中毒原因分析

(一)本季度 ,有毒动植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较上一个季度大幅度增加 ,其中中毒人数

增加 12 倍 ,共造成 37 人死亡 ,以毒蕈中毒为主 ,共发生 13 起 ,176 人中毒 ,35 人死亡。毒蕈中毒多由于家庭

自行采摘蘑菇 ,群众缺乏鉴别毒蕈的能力 ,容易误食引起食物中毒。

(二)本季度 ,家庭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和死亡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5010 % ,死亡人数的

9016 %。家庭食物中毒多发生于偏远农村地区 ,由于当地农民群众缺乏基本的食品卫生知识和良好的卫生

习惯 ,食物中毒发生率高 ,并且农村医疗救治条件有限 ,因此死亡人数较多 ,严重威胁农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三)本季度 ,学校共发生食物中毒 13 起 ,中毒 826 人 ,无死亡。其中有 12 起发生于学校集体食堂 ,由于

集体食堂就餐人数多 ,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故 ,往往引起学生群体性食物中毒的暴发 ,各地卫生部门应该高

度重视 ,加强对学校食堂监督检查 ,避免学校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四)本季度 ,剧毒鼠药中毒有所反弹 ,较去年同期和上季度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共报告剧毒鼠药中毒

9 起 ,中毒 191 人 ,死亡 28 人。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剧毒鼠药的生产、销售、使用各个环节的监管 ,由于存在误

食鼠药造成食物中毒 ,应该对广大群众加强宣传教育 ,提出科学、卫生的饮食习惯 ,尽可能减少此类食物中

毒的发生。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加强对预防食物中毒工作的领导。食物中毒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各级地方卫生

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 ,切实履行好职责 ,结合当地食物中毒发生特点 ,认真做好预防工作 ,加强

监管 ,及时发现和消除食物中毒的隐患。

(二)加强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的预防控制工作。针对目前毒蕈中毒高发的状况 ,各地卫生部门要与新

闻媒体合作 ,广泛宣传毒蕈的危害以及有关毒蕈中毒防治的知识 ,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 ,做好预防准

备工作 ,全力救治中毒患者。

(三)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卫生宣教工作。各地卫生部门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形式和食品安全

教育工作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并适时组织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开展卫生知识培训。

(四)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将本辖区内 2005 年全年食物中毒情况进行汇总 ,按季度中毒情

况、中毒原因、中毒发生场所等分类统计分析 ,并于 2006 年 1 月 5 日前报我部卫生应急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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