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 2009 年第二季度全国食物
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2009 年第二季度 ,我部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直报系统 ,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77

起 ,中毒3 063 人 ,死亡 48 人。与 2008 年同期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 40 % ,中毒人数增加 1113 % ,死亡人数增加

6515 % ;与 2009 年第一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 14016 % ,中毒人数增加 18213 % ,死亡人数增加 4515 %。现

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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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7 899 16

5 月 27 966 21

6 月 23 1198 11

合计 77 3063 48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34 2107 5

化学性 18 333 22

有毒动植物 18 281 19

不明原因或

尚未查明原因 7 342 2

合计 77 3063 48

就餐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13 847 1

家庭 40 959 40

饮食服务单位 11 552 2

其他场所 13 705 5

合计 77 3063 48

第二季度 ,6 月份报告中毒人数最多 ,占总中毒人数的

3911 % ,5 月份报告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4318 %。

(二)按中毒原因分类情况。

第二季度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

数最多 ,分别占食物中毒事件总报告起数的 4412 %、中毒人

数的 6818 % ,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死

亡人数的 4518 %。

与 2008 年同期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

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7010 %、1619 % ,死亡人数增加 3 人 ;化

学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

加 5010 %、718 %、14414 %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的报

告起数相同 ,中毒人数减少 2616 % ,死亡人数增加 1118 %。

与 2009 年第一季度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

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58010 %、89816 % ,死亡人数增加 2

人 ;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增加 519 %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4411 %、413 %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

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15711 %、

27917 %、21617 %。

(三)按就餐场所分类情况。

第二季度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的 5119 %、3113 %和 8313 %。

与 2008 年同期相比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1313 %、216 % ,死

亡人数不变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4811 %、60 % ,中毒人数减少

312 % ;发生在饮食服务单位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增加 5711 % ,中毒人数减少 11 % ,死亡人数相同 ;发

生在其他场所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11617 %、15912 %、40010 %。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7 479 0

化学性 3 175 1

有毒动植物 2 85 0

不明原因或
尚未查明原因

2 136 0

合计 14 875 1

与 2009 年第一季度相比 ,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225 %、5014 % ,

死亡人数减少 3 人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7319 %、15414 %、

5318 % ;发生在饮食服务单位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45010 %、53415 % ,死亡人数增加

2 人 ;发生在其他场所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中毒人

数分别增加 33313 %、1 11515 % ,死亡人数增加 2 人。

(四)学生食物中毒情况。

第二季度 ,共发生学生食物中毒事件 14 起 ,中毒 875

人 ,死亡 1 人 ;其中 9 起发生于学校集体食堂 ,中毒 645

人 ,死亡 1 人。学生食物中毒事件中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

事件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最多 , 分别占报告起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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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 %、中毒人数的 5417 %。

与 2008 年同期相比 ,学生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717 %、712 % ,死亡人数增加 1

人。

与 2009 年第一季度相比 ,学生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25010 %、6816 % ,死亡人数增加

1 人。

注 :发生学生死亡的事件为 :6 月 22 日报告 ,发生在广西贵港市木格镇黄石村文达幼儿园的食物中毒事

件 ,中毒 21 人 ,死亡 1 人。当地疾控部门经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资料和实验室结果进行分析 ,判定为这是一

起毒鼠强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五)剧毒鼠药中毒情况。

中毒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1 21 1

家庭 1 7 1

合计 2 28 2

　　第二季度 ,全国共报告剧毒鼠药食物中毒事件 2 起 ,

中毒 28 人 ,死亡 2 人 ,病死率为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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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814 %和 911 %。

与 2008 年同期相比 ,剧毒鼠药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

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3313 %、3313 % ,中毒人数增加 11514 %。

与 2009 年第一季度相比 ,剧毒鼠药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6010 %、7510 % ,中毒人

数增加 10010 %。

二、中毒原因分析

(一)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受季节影响比较明显。与 2009 年第一季度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

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58010 %、89816 %。中毒原因主要是由沙门氏菌、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和副溶血

性弧菌等引起。进入夏季以来 ,各地气温普遍升高 ,适合各种细菌生长繁殖 ,一旦食物储存、加工、食用不

当 ,极易引起食物污染或变质 ,发生微生物性食物中毒。

(二)与 2008 年同期相比 ,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5010 %、

718 %、14414 %。误食亚硝酸盐、有机磷等农药污染食品是引起化学性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三) 2009 年第二季度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多 ,分别占总

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的 5119 %、3113 %和 8313 %。致病因素主要以微生物性 (3715 %) 为主 ,此类

食物中毒事件多发生于农村地区。由于农村基层群众缺乏基本的食品卫生知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容易发

生食物中毒。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全力做好大型活动食品卫生安全保障工作。今年 ,我国将迎来新中国的建国 60 周年庆典 ,同时 ,还

将举办全国运动会等大型体育赛事 ,大型活动的食品卫生安全保障任务艰巨 ,有关地区卫生部门要认真总

结和借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食品卫生安全保障工作经验 ,有针对性地加强重点场所和重点单位的食品卫

生监督执法 ,加强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报告和预警 ,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和处置工作 ,有效预

防和控制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确保大型活动期间社会公众的食品卫生安全。

(二)有效开展灾区饮食卫生监督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今年是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关键一年。6

月份以来 ,我国部分地区已发生洪涝灾害。各地震和洪涝灾区卫生部门要高度重视食品、饮用水监督监测

工作 ,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组织专业人员深入乡村和灾民转移安置点开展食品、饮用水卫生监测和执法

监督工作 ,加强食品卫生安全和预防食物中毒知识的宣传 ,指导做好饮用水源保护和饮用水消毒工作。卫

生监督机构要强化对灾区食品、饮用水卫生的监督检查 ,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确保

灾区的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卫生安全 ,有效预防灾区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三)进一步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随着夏季的来临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风险增加。各

地卫生部门要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和群众的饮食结构、卫生习惯等 ,以农村地区为重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

形式的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 ,增强公众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 ,尤其是要普及预防菜豆、亚硝酸盐、

有机磷农药、剧毒鼠药等食物中毒防治的知识 ,要提高公众识别有毒动植物的能力 ,引导群众形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 ,切实提高群众预防食物中毒的意识和能力 ,从而有效减少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二 ○○九年七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