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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毒
&%""!&%". 年宁夏食物中毒事件分析

黄锋!刘凯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监督所"宁夏 银川#)*%%%.#

摘#要!目的#分析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食物中毒事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为制定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 &%""&&%". 年宁夏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进行分析" 结果#&%""&&%".

年宁夏共报告食物中毒 *% 起!中毒 *.% 人!死亡 . 人!病死率 %+).,$中毒原因以微生物和有毒动植物为主!不明

原因的食物中毒 "5 起!占 $&+%%,$中毒事件呈现明显的季节特性!以第二#三季度为主$引发中毒的场所主要为家

庭和餐饮服务单位!又以农村地区居多" 有 $ 起发生在宗教活动场所!中毒 ’. 人" 结论#近年来宁夏食物中毒主

要由微生物和有毒动植物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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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具有潜伏期短(来势急剧(病人集中
的特点"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 +
本文搜集整理了 &%""!&%".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境
内食物中毒事件相关资料"进行分析"以期掌握近
年来宁夏地区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特点及存在的
问题"为制定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和建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材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的

网络直报和卫生监督机构报告数据+ 所有事件均
经核实且符合 ,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
则-要求+
"+&#方法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 &%""!&%". 年发
生的食物中毒事件进行分析+ 应用 =S:V@&%%) 软件
整理数据"7a77 "’+%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基本情况

&%""!&%". 年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共报告食
物中毒 *% 起"中毒 *.% 人"死 亡 . 人"病 死 率
%+).,$. 1*.%% + . 年中"&%"$ 年食物中毒发生起
数和中毒人数最多"分别为 "! 起和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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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生起数最少"只有 5 起#而 &%". 年中毒人数
最少"只有 "&$ 人+ 食物中毒发生起数有逐年增
多倾向"见表 "+

表 "#&%""!&%". 年宁夏食物中毒发生情况

>̂_@V"#WBBZ KB?TBL?L0B::HXXVZ ?L O?L0S?>;XB/&%"" UB&%".

年份 中毒起数 构成比1, 死亡人数 中毒人数 构成比1,

&%"" 5 "&+%% " "$& &.+..

&%"& "% &%+%% % "&. &&+’5

&%"$ "! $5+%% % "5" &’+!"

&%". "5 $&+%% $ "&$ &&+)!

合计 *% "%%+%% . *.% "%%+%%

&+&#季节分布
. 年间"宁夏食物中毒呈现明显的季节特性"以

第二(三季度为主+ 第二季度发生起数和中毒人数
均最多"为 &’ 起"$’) 人"占中毒事件的 *!+%%,
$&’1*%%和中毒人数的 )$+*&,$$’)1*.%%#第四季
度最少"只有 . 起 ’ 人"见表 &+

表 &#&%""!&%". 年宁夏不同季节食物中毒发生情况

>̂_@V&#WBBZ KB?TBL?L0B::HXXVZ ?L Z?;;VXVLUTV>TBLT

?L O?L0S?>;XB/&%"" UB&%".

季度 中毒起数 构成比1, 中毒人数 构成比1,

一 5 "&+%% .$ )+’5

二 &’ *!+%% $’) )$+*&

三 "" &&+%% ’" "5+!*

四 . !+%% ’ "+5)

合计 *% "%%+%% *.% "%%+%%

&+$#场所分布
. 年间"食物中毒发生场所主要集中在家庭和

餐饮服务单位+ 发生在家庭的最多"共 &. 起"中毒
"$% 人#发生在餐饮服务单位次之"共 "$ 起"中毒
"5% 人+ 另外"有 $ 起食物中毒发生在宗教活动场
所"中毒 ’. 人"见表 $+

表 $#&%""!&%". 年宁夏不同场所食物中毒发生情况

>̂_@V$#WBBZ KB?TBL?L0?L Z?;;VXVLUK@>:VT?L O?L0S?>

;XB/&%"" UB&%".
场所类别 中毒起数 构成比1, 中毒人数 构成比1,

家庭 &. .!+%% "$% &.+%)

餐饮服务单位 "$ &5+%% "5% &’+5$

集体食堂 ) ".+%% "$* &*+%%

宗教活动场所 $ 5+%% ’. ")+."

其他 $ 5+%% &" $+!’

合计 *% "%%+%% *.% "%%+%%

&+.#致病因素
. 年间"宁夏食物中毒的发生原因主要为微生

物性食物引起"共发生 && 起"占 ..+%%, $&&1*%%#
中毒 $*$ 人"占 5*+$),$$*$1*.%%+ 化学性食物中
毒发生最少"共发生 . 起"中毒 .) 人"分别占
!+%%,$.1*%%和 !+)%,$.)1*.%%"见表 .+

表 .#&%""!&%". 年宁夏食物中毒发生原因情况
>̂_@V$#Q>HTVT;BBZ KB?TBL?L0?L O?L0S?>;XB/

&%"" UB&%".
中毒原因 中毒起数 构成比1, 中毒人数 构成比1,

微生物性 && ..+%% $*$ 5*+$)

化学性 . !+%% .) !+)%

有毒动植物 ! "5+%% $! )+%.

不明原因 "5 $&+%% "%& "!+!’

合计 *% "%%+%% *.% "%%+%%

$#讨论
&%""!&%". 年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共报告的 *% 起

食物中毒事件具有以下特点&"中毒原因以微生物和
有毒动植物为主##呈现明显的季节特性"以第二(三
季度为主#$中毒场所以家庭和餐饮服务单位为主"
又以农村地区居多#%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最多+ 这与
全国)&*和部分省市)$(**的情况基本相符+

分析宁夏地区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情况"有以下几
个问题值得注意&$"%. 年间"不明原因的食物中毒
"5 起"占总数的 $&+%%,"不仅远高于全国"也高于邻
近的甘肃省)5* + 究其原因"固然有病因物质复
杂))"!* (留样送检缺失)’*等因素"但也暴露出宁夏地
区食物中毒的调查处置和实验室鉴别诊断能力等方
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提高+ $&%&%%% 年以来"宁
夏地区食物中毒报告出现过两次较大幅度的波动"均
非自然流行特征&第一次"&%%& 年发生 5 起"&%%$ 年
猛增到&’ 起)"%* + 主要是因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的颁布实施"将食物中毒报告纳入法制化轨
道"有关部门重视并规范了报告制度"瞒报(漏报现象
有所减少#第二次"由 &%"% 年历史最低的 & 起持续增
加到 &%"$ 年的 "! 起+ 宁夏地区食物中毒形势似有
恶化趋势"其实不然"分析原因主要是&&%%! 年三鹿奶
粉事件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发生重大变化",食
品安全法-要求餐饮服务(集体食堂等监管职能由卫
生监督机构划转食药监部门+ &%"% 年宁夏虽做了相
应调整"但仅仅停留在行政主管部门变更层面"新的
执法队伍和报告制度均未建立"尤其在农村地区+ 这
导致原本通过卫生监督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
统上报的数据"在质量和数量上出现较大偏差+ 截至
&%". 年末尚未调整到位+ 可见"由于监管体制(机制
上存在的问题很容易对食物中毒现状和流行趋势做
出错误判断"对食物中毒事件的防治和监测影响极
大+ $$%宁夏是回族聚居区"近三分之一(&%% 多万人
口信奉伊斯兰教+ &%""!&%". 年发生在宗教活动场
所的食物中毒事件共有 $ 起"中毒 ’. 人"分别占总数
的 5+%%,和 ")+.","有一定的地域特点+ 主要是因
为&"回族群众在庆祝开斋节$也称宰牲节%(古尔邦
节等重大节日时"除举行宗教仪式外"常会大规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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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聚餐"以农村地区居多+ 很多食品在宗教活动前很
久就已加工完成"存放时间较长#受条件制约"冰箱等
保鲜设备较少"贮存能力有限"加之温度较高"有害微
生物大量滋生"食物非常容易腐败变质+ #回族群众
在聚餐时"习惯由家人或亲朋在家烹饪食物"他们多
是非专业烹饪人员"很少经过卫生知识培训"食品安
全意识淡薄+ 案板(刀具混用"加工(贮存食物生熟不
分等行为很常见+ 平时自家就餐尚可"一旦短时间集
中接待大量人员"由于防治经验不足(卫生知识欠缺"
非常容易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食物中毒监测是食物中毒预防和控制的关键策
略和措施"连续(系统地开展食物中毒监测" 有助于
探明食物中毒的发生现状及流行趋势" 有助于决策
部门制定更为针对性的控制措施)""* + 就宁夏地区食
物中毒发生特点和存在的问题"除传统的防治措施
外"提出以下建议&$"%尽快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组建执
法队伍"加强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疾病的监测报告"减
少瞒报(漏报现象的发生+ $&%加大投入"加强职能部
门食源性疾病调查处置和实验室检测能力"为食源性
疾病的鉴别(诊断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结合宁
夏实际"在国家统一报告卡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增
加报告内容"并保持内容和系统的相对稳定"以便连
续(系统地开展监测+ $.%加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

卫生监督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
通"减少部门割裂带来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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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某公司发生的一起食物中毒事件!利用现场流行病学和卫生学调查方法分析事件的危险因
素!并提出预防措施" 方法#制定病例定义!开展病例搜索和个案调查!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事件特征!

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和剂量(反应关系分析探讨危险因素!现场卫生学调查分析事件发生影响因素" 结果#从某
公司员工中共搜索到 .% 例病例!罹患率为 "’+., ) .%1&%5 *!临床表现为恶心 ) "%%,!.%1.% *#呕吐 ) !&+*,!
$$1.%*#头晕)!&+*,!$$1.%*#腹痛)5*+%,!&51.%*#头痛)$%+%,!"&1.%*!潜伏期最短 %+* <!最长 * <" 流行曲线
符合点源暴发模式!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提示可疑食物为 " 月 "’ 日午餐的扁豆炒肉 )’’i!+!!’*,DR%"+$ -
5%+!*!剂量(反应关系分析结果显示进食量越多的员工!发病的危险性越大)"& X̂VLZTi)+!!Mq%+%**" 现场卫生学调
查提示!事件发生的可能危险因素是烹煮时间不足!导致扁豆未能煮熟煮透" 结论#本次食物中毒事件为进食未
煮熟的扁豆引起" 应加强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掌握正确的食品烹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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