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DI.IJ?L+D7-?__??R@O>cIDI !"$# 年第 !3 卷第 & 期

研究报告
!""&!!"$! 年广东省食物中毒事件调查报告质量评价

李剑森$!张恒!!黄琼$!梁骏华$!卢玲玲$!黄蔚$!邓小玲$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广州(#$$&%"$
!:湖南省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 长沙(&$"""$#

摘(要!目的(评价广东省食物中毒调查报告质量!了解基层现场调查及报告撰写能力$ 方法(收集 !""&%!"$!

年广东省所有发病!!" 人的食物中毒调查报告!依据+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年版#.!挑选
5 部分内容 %" 项指标开展质量评价$ 结果(有 $"! 起事件的调查报告纳入分析$ ’’2"$"$4$"!#能简要描述事件

经过!但描述首发病例仅占 !32"!14$"!#!计算罹患率仅占 %52"%34$"!#$ 有 #1 起事件需要开展分析性研究!但

仅有 !$2"$!4#1#开展!计算 UA值或 AA值仅占 $52 " ’4#1 #$ 仅 $%2 " $%4$"! #分析了食品污染环节!%52

"%34$"!#调查了可疑食物制作过程$ ’52"’14$"!#的事件开展了实验室检测!但仅 132"1#4’1#解释了结果$ 分

别有 3"2"3$4$"!#&&12"&’4$"!#&&"2"&$4$"!#的报告查明了致病因子&污染食物及污染原因$ $"! 起事件中分

别只有 5&%&&3 及 $% 起能完整阐述描述性流行病学调查&食品卫生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结果及调查结论!5 部分内

容均能完整描述仅有 $ 起$ 结论(广东省食物中毒调查报告有待完整!基层的现场调查能力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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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是指食用了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
食品或者食用了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后出现的
急性’亚急性疾病 )$* ( 近年来"我国食物中毒事件

时有发生 )!8%* ( !""&!!"$! 年广东省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共报告食物中毒事件
!#% 起"报告发病数 5 5&5 人’死亡 33 人 $病死率
$0!2%( 完整’规范’科学地开展食物中毒4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的调查和处置"是查明原因’控制疫
情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重要保证"对保障公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
要的意义 )&* ( 我国 !""’ 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规
定 )#* "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协助卫生行
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卫生处理"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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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的因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本研究通过对广东省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报

告质量进行评价"以了解广东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开展食物中毒事件的现场调查能力以及规范
撰写调查报告的水平"为进一步培训和指导基层开
展食物中毒事件调查处置"以及规范撰写调查报告
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和方法
$0$(评价对象

通过查阅广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
系统和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报告子系统"收
集 !""&!!"$! 年广东省报告的所有食物中毒事件
信息及其调查报告 $含初次报告’进程报告和结案
报告%( 将事件发病人数在 !" 人及以上的调查报
告作为分析评价对象(
$0!(方法
$0!0$(报告完整性评价

调查报告的完整性是指食物中毒事件调查的
初始报告’进程报告和结案报告均齐全(
$0!0!(调查质量评价

参照 !"$! 年 5 月 3 日卫生部办公厅印发的+食
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年版%,要
求 )5* "挑选 %" 项关键指标对事件的调查报告进行质
量评价"具体评价内容和指标包括以下 5 类&

"事件发生背景 $共 # 项指标%&包括接报时
间’接报方式’事件发生过程’参与事故调查的单位
和人员’发生场所的信息#

#描述性流行病学 $共 1 项指标%&包括首发
$指示%病例’病例定义’罹患率’临床特征’潜伏期’

时间分布特征’人群分布特征’地区分布特征#
$分析性流行病学$共 ! 项指标%&包括统计学

结果表达’计算比值比$UA值%或率比$AA值%#

%食品卫生学调查$共 5 项指标 % &包括调查
可疑餐次’食谱’加工场所环境卫生学’可疑食物
加工过程’从业人员近期身体状况’食品污染环
节分析#

&实验室检验$共 & 项指标%&包括是否采样检
验’样品采集种类及数量描述’检验项目确定’检验
结果解释分析#

’调查结论’依据及建议 $共 # 项指标%&包括
致病因子’污染食物’污染原因’调查结论的依据’

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和建议(
$0!0%(质量控制

邀请专家对评价内容和指标进行咨询验证"调
查员经统一培训"并指定专人负责数据资料的整理

审核校对等(
$0!0&(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由专业人员进行录入’编码’审核及整理"

采用 IY;NV!"$"’I\FWGSG%0$’I\FFB<A%0#0% 软件包进
行数据汇总与描述性分析(

!(结果
!0$(总体情况

共有 $"! 起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报告纳入分
析( 其中"’! 起源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
系统’$" 起源自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暴发
监测系统(

$"! 起事件中"未分级 #$ 起$#"2% ’一般事件
&! 起$&$2% ’较大事件 ’ 起$1012% #事件的发病
人数中位数为 %$ $范围为 !" b!$1% #按致病因素
分类"以 微 生 物 导 致 的 中 毒 事 件 为 主 $ 3#2"
35 4$"!% "其次为植物性$$52"$5 4$"!% ’不明原因
$50’2"3 4$"!% ’动物性$!0"2"! 4$"!%和化学性
$"0’12"$ 4$"!% (
!0!(报告完整性评价

$"! 起事件中"初始报告’进程报告和终结报告
均具备者仅 !1 起"调查报告完整率为 !32(
!0%(调查质量评价
!0%0$(事件发生背景

’’2$$"$4$"!%的报告提及了明确的接报时
间’接报方式及简要的事件发生过程"但 %52
$%34$"!% 的报告未描述事件发生的场所" 3012
$14$"!%未描述参与调查的单位和人员(
!0%0!(描述性流行病学

描述 首 发 $ 指 示 % 病 例 的 报 告 仅 占 !32
$!14$"!%"计算罹患率的报告仅占 %52$%34$"!%"
明确陈述病例定义的报告仅占 &&2$&#4$"!%( 其
他 # 项评价指标$描述临床特征’潜伏期’时间分布
特征’人群分布特征’地区分布特征%的完成比例均
在 #"2以上"见图 $( 除了 $0!0! 描述性流行病学
中提到的 1 项评价指标外"还收集了是否采用直方
图绘制流行曲线’是否有描述病例各项临床特征的
比例’是否有描述病例的现状及转归 % 项指标( 这
% 项指标中"完成比例最低的为采用直方图绘制流
行曲线"仅有 !#2 $ !#4$"! %的调查报告完成"见
图 $(
!0%0%(分析性流行病学

$"! 起事件中有 #1 起需要进一步开展分析性
流行病学研究"但其中仅 !$2$$!4#1%的报告描述
了分析性流行病学结果"$52$’4#1%计算了 UA或
AA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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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广东省 $"! 起食物中毒事件调查

报告的描述流行病学评价
_FCPTN$(RNU;TF\SFXNN\FWNZFAVACMNXGVPGSFAB A<$"! ;GUNU

A<<AAW \AFUABFBCFB >PGBCWABC)TAXFB;N" !""&8!"$!

!0%0&(食品卫生学调查
仅 $%2$$%4$"!%的报告对食品污染环节进行

分析"!&2$!&4$"!%对食物制作人员近期身体状况
进行调查"%52$%34$"!%对可疑食物加工制作过程
进行调查"见图 !(

图 !(!""&!!"$! 年广东省 $"! 起食物中毒事件调查

报告的食品卫生学调查评价
_FCPTN!(_AAW =MCFNBNNXGVPGSFAB A<$"! ;GUNUA<<AAW

\AFUABFBCFB >PGBCWABC)TAXFB;N" !""&8!"$!

!0%0#(实验室检验
’52$’14$"!%的事件进行了采样和实验室检

测"其中 3&2$3%4’1%的报告描述了样本采集的具
体信息"5#2 $5&4’1 %描述了具体检验项目"132
$1#4’1%对检验结果进行了解释和分析(
!0%05(调查结论’依据及建议

3"2$3$4$"! %的报告查明了致病因子"&12
$&’4$"!%查明了污染食物"&"2$&$4$"!%查明了污
染原因"见图 %(

图 %(!""&!!"$! 年广东省 $"! 起食物中毒事件调查报

告的结论’依据及建议评价
_FCPTN%(*AB;VPUFAB" QGUFUGBW UPCCNUSFAB NXGVPGSFAB A<$"!

;GUNUA<<AAW \AFUABFBCFB >PGBCWABC)TAXFB;N" !""&8!"$!

!0&(调查报告质量综合评价
!0&0$(调查内容完整性评价

对 $"! 起食物中毒事件调查报告中各部分内容
的完整性进行分析"#’2$5"4$"!%的报告完整描述
了事件发生背景"仅 #0’2$54$"!%的报告完整描述
了描述性流行病学调查结果"!0’2$%4$"!%完整描
述了食品卫生学调查结果"&52$&34$"!%完整描述
了实验室检测结果"$%2$$%4$"!%完整描述了调查
结论’依据及措施建议( 能够对上述所有内容均进
行完整描述的报告仅有 $ 篇(
!0&0!(调查报告质量评分

对 $"! 起食物中毒事件的每一起调查报告质量
进行评分"除 ! 项分析性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指标外"
共对 !1 项评价指标进行评分$$ 项赋值 $ 分%( 调
查报告的中位数得分为 !" 分"范围为 1 b!1 分"见
图 &(

图 &(!""&!!"$! 年广东省 $"! 起食物中毒事件的

调查报告质量评分
_FCPTN&(EPGVFSMU;ATNA<$"! ;GUNUA<<AAW \AFUABFBC

FB >PGBCWABC)TAXFB;N" !""&8!"$!

%(讨论
本研究对 !""&!!"$! 年广东省 $"! 起发病

!" 人及以上的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报告进行评价"
结果显示调查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描述性流行
病学调查资料不够详尽’规范"分析性流行病学工
作开展率较低"食品卫生学调查不够全面"调查结
论’依据及建议描述不充分(

!"$$ 年 $$ 月 !& 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印发了 +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规
范, )3* "明确事故流行病学调查的任务是利用流行

病学方法调查事故有关因素"提出预防和控制事故
的建议"内容包括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危害因素调
查和实验室检验 % 个方面( 为指导和规范全国食品
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卫生部办公厅于 !"$!

年 5 月 3 日印发了+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

术指南$!"$! 年版%, )5* ( 这些法律规范和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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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南的发布实施"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食
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置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规范的
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和食品卫生学调查( 人群流行
病学调查能够提供病例的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分
布特征"帮助调查人员对致病因子的范围’可疑餐
次和可疑食品做出初步判断 )18$"* ( 本文研究结果显
示仅 #0’2$54$"!%的报告完整地描述了事件的人
群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仅 !$2$$!4#1%的事件开展
了分析性流行病学调查"提示食品安全事件调查中
人群流行病学调查不够细致深入"报告也不全面’
欠规范(

食物中毒事件中规范’完整的食品卫生学调查
能提供可疑食品污染来源’途径及其影响因素"为
查明事故的原因’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18$"* (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仅 !0’2$%4$"!%的报告完整地
描述了食品卫生学调查"提示食品卫生学调查是基
层疾控机构在食品安全事件调查中最为薄弱的环
节"急需加强该方面的培训(

本次分析是通过各级疾控机构上报的调查报
告内容反映调查质量( 由于很多调查报告为行政
报告形式"因此某些调查内容有可能未在报告中完
整体现"从而导致某些评价指标的完成比例低于实
际情况( 本次研究仅是初步探索性分析"关于基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在食品安全事故调查中存
在的问题"需要开展更深入的调查分析(

规范的食品安全事故调查"是查明事件原因的
根本保证( 因此"建议加强对基层人员食品安全事

故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的培训"特别是加强在调
查步骤’调查内容以及调查报告撰写和结果表达的
规范性培训"以提高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质量"预
防和控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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