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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
!"%"!!"%! 年北京市食物中毒事件流行病学分析

马晓晨!滕仁明!赵耀!金庆中!余晓辉!信信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摘$要!目的$分析 !"%"*!"%! 年北京市食物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食物中毒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提

供依据" 方法$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 !"%"*!"%! 年北京市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收集到的所有食物中毒事件

进行分析" 结果$!"%"*!"%! 年北京市共报告食物中毒事件 <# 起!发病 % !=< 人!死亡 % 人" 食物中毒发病高峰

集中在 : k3 月!报告事件数量最多的是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占 4%2%<g$’#,<#%!副溶血性弧菌为主要致病微生物&

报告发病人数最多的是植物性食物中毒!占 4!2%3g$#’#,% !=<%!主要为扁豆中毒" 集体食堂和餐饮服务单位为

食物中毒的高发场所!分别占 4"2""g$’4,<#%和 ’"2#3g$!=,<#%" 结论$北京市食物中毒防控策略应以降低副

溶血性弧菌等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和扁豆中毒为主!防控重点场所为集体食堂和餐饮服务单位!针对重点人群开展

食品安全的健康教育!降低食物中毒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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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而食物
中毒是常见食源性疾病"也是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重要原因之一’ !""< 年食物中毒事件分别占全国
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量*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的
#2<g*:2:g和 %32#g(%) ’ 为了解北京市近几年食物
中毒事件发生情况"分析其分布特点和流行规律"本
文对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收集的 !"%"!!"%! 年北京
市食物中毒事件数据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制订食物中
$$$

毒预防控制的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2%$资料

资料来源于 !"%"!!"%! 年北京市 %< 家区$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
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 所有事件均经过区$县%卫
生行政部门调查核实"符合 D1043’<!34 +食物中
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 (!)的技术要求’
%2!$统计学分析

利用 cY?O0!"":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描述性
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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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概况

北京市 !"%"!!"%! 年平均每年报告 !< 起"年
均报告发病 4!’ 人"各年报告的事件数量与发病人
数变化不大"详见表 %’
!2!$时间分布

!"%"!!"%! 年北京市食物中毒事件每年的季
节性分布基本相似"但不同年份略有差异’ 总体
看"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数量和报告发病人数均呈
$$$

表 %$!"%"!!"%! 年北京市食物中毒报告情况
8GZ0O%$-KK/ _KF.KHFHIOVOHX.WO_KWXO/ FH 1OF>FHI"!"%" e!"%!

年份 事件数,起 病例数,例 死亡数,例

!"%" !# ’33 "

!"%% ’# #"% "

!"%! !# ’=< %

合计 <# % !=< %

夏秋季节明显较高*而冬春季节较低的特点"全年
发病高峰集中在 : k3 月"详见图 %’

图 %$!"%"!!"%! 年北京市食物中毒事件时间分布
-FIRWO%$8F\O/F.XWFZRXFKH K@@KK/ _KF.KHFHIOVOHX.WO_KWXO/ FH 1OF>FHI"!"%" e!"%!

!2’$发生场所分布
!"%"!!"%! 年报告食物中毒事件数和病例数最多

的为集体食堂"其次为餐饮服务单位"详见表 !’

表 !$!"%"!!"%! 年北京市食物中毒场所分布
8GZ0O!$NK?GXFKH /F.XWFZRXFKH K@@KK/ _KF.KHFHIOVOHX.

WO_KWXO/ FH 1OF>FHI" !"%" e!"%!

发生场所
事件数
,起

占比
,g 发生场所

病例数
,例

占比
,g

集体食堂 ’4 4"2"" 集体食堂 =’# #"2"<

餐饮服务单位 != ’"2#3 餐饮服务单位 4"# ’%234

家庭 %! %42%! 家庭 :# #23%

食品摊贩 ’ ’2#’ 食品摊贩 %# %2%<

商场超市 ’ ’2#’ 商场超市 4! ’2’%

送餐单位 ’ ’2#’ 送餐单位 #" ’234

不明 4 42:% 不明 4= ’2=’

合计 <# %""2"" 合计 % !=< %""2""

!24$致病因素分析
!"%"!!"%! 年"报告事件最多的是微生物性食

物中毒"报告病例数最多的是植物性食物中毒’ 查
明原因的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均由细菌及其毒
素引起"其中副溶血性弧菌最为常见"其次为葡萄
球菌肠毒素和变形杆菌#植物性食物中毒以扁豆中
毒为主#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比例较低"主要由于误
食或误用亚硝酸盐引起"结果见表 ’’

表 ’$!"%"!!"%! 年北京市食物中毒原因构成分布
8GZ0O’$*GR.OK@@KK/ _KF.KHFHIOVOHX.WO_KWXO/

FH 1OF>FHI"!"%" e!"%!

致病因素
事件数
,起

事件占
比,g

病例数
,例

病例占
比,g

微生物性

植物性

化学性

不明原因
合计

副溶血性弧菌 %’ %#2!3 !4: %324<

葡萄球菌肠毒素 : <2!4 =< #2’=

变形杆菌 = :2"= == #2!%

蜡样芽孢杆菌 ! !2’# 4! ’2’%

沙门菌 % %2%< : "2##

弗劳地柠檬酸杆菌 % %2%< !# %23:

不明 # #2<< 4: ’2:%

小计 ’# 4%2%< #"! ’32#3

扁豆 ’% ’=24: #%# 4"2=!

苦瓠子 % %2%< # "2’3

含氰甙类植物 % %2%< %# %2%<

小计 ’’ ’<2<! #’# 4!2%3

亚硝酸盐 # #2<< !# %23:

有机磷农药 % %2%< = "24:

小计 = :2"= ’% !244
%% %!234 !"" %#2::
<# %""2"" % !=< %""2""

$$从事件致病因素与发生场所的关系来看"微生
物食物中毒主要发生在餐饮服务单位 $4!2<=g%"
化学性食物中毒易发于家庭中 $==2=:g%"植物性
食物中毒主要发生在集体食堂$="2=%g%"见表 4’



!!34$$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MPCc9cQSU7C;NS--SS+MTDPcCc !"%4 年第 != 卷第 ’ 期

表 4$!"%"!!"%! 年北京市食物中毒致病因素与发生场所的关系
8GZ0O4$7O0GXFKH.AF_ ZOX̂OOH ?GR.OGH/ 0K?GXFKH K@@KK/ _KF.KHFHIOVOHX.WO_KWXO/ FH 1OF>FHI"!"%" e!"%!

发生场所
微生物性 植物性 化学性 不明原因

事件数,起 百分比,g 事件数,起 百分比,g 事件数,起 百分比,g 事件数,起 百分比,g

餐饮服务单位 %# 4!2<= # %#2%# ! ’’2’’ 4 ’=2’=

集体食堂 %" !<2#: !" ="2=% " "2"" 4 ’=2’=

家庭 ’ <2#: # %#2%# 4 ==2=: " "2""

商场超市 % !2<= " "2"" " "2"" ! %<2%<

街头摊贩 ’ <2#: " "2"" " "2"" " "2""

送餐单位 % !2<= ! =2"= " "2"" " "2""

不明 ! #2:% % ’2"’ " "2"" % 32"3

合计 ’# %""2"" ’’ %""2"" = %""2"" %% %""2""

’$讨论
’2%$发病情况

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信息收集范围从+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要求
报告的发病超过 ’" 人或出现死亡病例的事件"以及
部分特殊场所*特殊时期发病 # 人及以上的食物中
毒事件"扩大为所有发病人数在 ! 人及以上"或死亡
人数为 % 人及以上的食源性疾病事件’ !"%"!!"%!
年"北京市通过该系统报告食物中毒事件 <# 起"中
毒 % !=< 人’ 平均每年发生 !<2’ 起"发病 4!’ 人’
与既往资料 (4)比较"年均报告事件数和病例数均有
所下降’ 在发达国家"每年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
发生食源性疾病’ 美国每年约有 3 4"" 万人罹患食
源性疾病"其中 #2= 万人住院"% ’#% 人死亡 (#) ’ 虽
然食物中毒事件与食源性疾病的概念并不相同"但
也能从一定程度反映出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仅仅
是实际发生情况的冰山一角"为全面了解食源性疾
病发生情况"应开展食源性疾病的主动监测工作’
’2!$食物中毒特征

北京市食物中毒发病高峰在 : k3 月"与浙江省
和四川省 (= e:)的报道结果一致"主要由细菌性食物
中毒引起’ 与丁小磊 (<)报道全国食物中毒以家庭
为高发场所的特征不同"北京市食物中毒高发场所
为集体食堂"其事件发生数量和病例数都高于其他
场所"致病因素以扁豆加工不当引起的植物性食物
中毒为主’ 与既往资料 (%)相比"近几年北京市食物
中毒特征未发生明显变化’ 提示开展食品行业从
业人员的食品安全培训"使其形成良好操作规范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 应进一步研究使食品行业从业
人员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健康教育培训形成常
态化*制度化的措施’ 此外"针对不同季节对公众
开展细菌性食物中毒和植物性食物中毒的宣传教
育"加强对集体食堂的食品安全监控力度"也是有
效降低食物中毒的措施之一’
’2’$食物中毒的致病因素

微生物性因素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最多"主要

致病菌为副溶血性弧菌"其次为葡萄球菌肠毒素和
变形杆菌’ 北京市 !""%!!""# 年食物中毒资料显
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副溶血性弧菌*蜡样芽胞
杆菌和变形杆菌’ 本次资料分析显示"近几年葡萄
球菌肠毒素导致的食物中毒明显增加"已经成为第
二位的致病因子’ 中毒食品多为速冻米面制品和
熟肉制品"应进一步加强此类食品的食源性致病菌
监测’ 副溶血弧菌在海产品中多见"其引起的食物
中毒沿海地区高发’ 近十年来"副溶血性弧菌也已
经成为北京市食物中毒最主要的致病菌"占微生物
性食物中毒的 %#2!3g"低于全国 !42%"g (%)的平均
水平"这与现代物流业的高速发展使北京市民海产
品消费量的增加有关’ 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的
食品已不局限于海产品"凉拌菜*熟肉制品也有副
溶血性弧菌检出’ 提示海产品在储存*运输*生产*
加工过程中存在着交叉污染’ 今后应开展相关风
险评估工作"提出降低副溶血性弧菌污染的措施’
与美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病原谱 (3)相比"北京
市食物中毒致病菌谱相对单一"病毒*产气夹膜梭
菌和空肠弯曲菌等致病菌未见报告’ !"%"!!"%’
年北京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中有 %!234g未能查明
病因"与全国 %!2=%g (<)的平均水平接近"与既往资
料 (4)相比"不明原因食物中毒有增多的趋势’ 建议
各级政府加强对疾控机构的人员和设备投入"完善
食物中毒流行病学调查处理的保障机制"提高疾控
机构对食物中毒的调查处理能力和病原学检测水
平"以提高食物中毒的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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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点#面包)$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饼干)$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4&(食品中低聚半乳糖的测定)$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食品中低聚果糖的测定)$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食品中己二酸#富马酸等酸度调节剂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食品中聚葡萄糖的测定)$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食品中棉子糖的测定)$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3&(食品中乳铁蛋白的测定)$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肠杆菌科检验)$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生殖发育毒性试验)$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食品添加剂生产卫生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WGW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K?Y

$相关链接’AXX_’,,̂^̂ &HA@_?&IKV&?H,._.,.’#3’,!"%4"#,43OZ<!@!%!@’43<3ZZ##O@!#@/?4@O=<&.AX\0%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