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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南宁市食源性疾病的发生趋势及流行特征!为食源性疾病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收集 &%%&(&%$) 年南宁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卫生防疫站 &食源性疾病病案档案!分析其流行特点"

结果#&%%&(&%$) 年南宁市共报告食源性疾病事件 .,, 起!发病 ! +/) 例!死亡 $" 例#. i$% 月份为多发期!共
&,) 起!占事件总数的 "&-$.^#主要分布在 , 城区!共 &"! 起!占事件总数的 "!-$)^#学校和小餐馆为高发场

所!发病人数占总发病数的 ".-+!^%) .!. 0! +/)& #首要致病因素为致病微生物污染!共 $)$ 起!占事件总数的
.+-!&^!以细菌性污染为主" 结论#致病微生物污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仍然是南宁市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其报告和监测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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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指食品中各种致病因子经摄食进
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或中毒性疾病 ,$*&- %全球每年
因腹泻导致 &!% 万 ! 岁以下儿童死亡%且大多数发
生在发展中国家 ,.- . 我国历年导致食源性疾病的
致病因子以细菌性病原为主%其次为化学物和有毒

动植物 ,)*"- %南宁市历年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也以
细菌性致病因子为主 ,+*$%- . 本文主要对 &%%&!&%$)
年南宁市报告的食源性疾病事件进行流行病学特
征描述和统计分析%旨在揭示其发病特征%总结工
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制定南宁市食源性疾病控
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收集 &%%&!&%$) 年南宁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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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卫生防疫站#病案档案. 监测范围按照行政区
划覆盖全市六县六城区&监测对象为报告的符合食
源性疾病的就诊病例.

食源性疾病病例定义$由食品或怀疑由食品引
起的感染性或中毒性的就诊病例. 具体以腹泻症
状为主诉+每日排便". 次且粪便性状异常"稀便+

水样便+粘液便或脓血便#的就诊病例.
$-&#统计学分析

采用 b=3C@H@4?S\3BA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利用
FdFF $/-%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一般情况

&%%&!&%$) 年%南宁市辖区报告食源性疾病
共 .,, 起%发病 ! +/) 例%波及 .) "), 人%死亡
$" 例. &%%&!&%%! 年事件发生数趋于逐年增多%

最多为 &%%! 年的 ,, 起%随后有所回落%&%$) 年稍
有回升%见表 $.

表 $#&%%&!&%$) 年南宁市食源性疾病事件年度分布情况

P>RAB$#(;;:>AE=H?C=R:?=@; @44@@ER@C;BE=HB>HBBOB;?H

=; 7>;;=;L<=?G4C@J&%%& ?@&%$)
年份 事件数"^# 病例数"^# 死亡例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时间分布
全年均有发生%. i$% 月事件数为 &,) 起%占事

件总数的 "&-$.^"&,)0.,,#&发病 ) ,!, 例%占总病
例数的 "/-%%^") ,!,0! +/)#%其中%以 .+/+$% 月
发病增多最为明显%占总病例数的 ).-..^"& !!)0
! +/)#%而死亡主要是发生在 ) 月和 $& 月%均各
! 例%见表 &.
&-.#地区分布

从地区分布报告情况来看%发生在城区的事件
数明显高于县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o%-%$#%占
全市事件总数的 "!-$)^"&"!0.,,#%发病 ) $., 例%

占总病例数的 "%-$"^") $.,0! +/)#. 县份事件发

###表 &#&%%&!&%$) 年南宁市食源性疾病事件月份分布
P>RAB&#b@;?5AGE=H?C=R:?=@; @44@@ER@C;BE=HB>HBBOB;?H

=; 7>;;=;L<=?G4C@J&%%& ?@&%$)
月份 事件数"^# 病例数"^# 死亡例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生数占全市事件发生总数的 &)-+,^ "/$0.,,#%发
病 $ "!+ 例%占总病例数的 &/-+.^"$ "!+0! +/)#%
见表 ..

表 .#&%%&!&%$) 年南宁市食源性疾病事件各区县分布情况

P>RAB.#’BL=@;>AE=H?C=R:?=@; @44@@ER@C;BE=HB>HBBOB;?H

@47>;;=;L<=?G4C@J&%%& ?@&%$)
地区分布 事件数"^# 病例数"^# 死亡例数"^#

城区

县份

合计

西乡塘区 +%"&$-+,# $ $)!"$/-).# ."$"-,!#

青秀区 ,+"$+-!+# $ !$""&!-")# $"!-++#

兴宁区 ,+"$+-!+# "/""$.-!&# !"&/-)$#

江南区 )%"$%-/.# &,%")-)$# %"%-%%#

邕宁区 $!")-$%# .,,",-&$# %"%-%%#

良庆区 )"$-%/# !$"%-+"# %"%-%%#

小计 &"!""!-$)# ) $.,""%-$"# /"!&-/)#

横县 &/""-/&# !.)"/-%,# &"$$-",#

宾阳县 $/"!-$/# &"!")-,"# &"$$-",#

武鸣县 $!")-$%# &!,")-.)# &"$$-",#

隆安县 $.".-!!# $&)"&-$%# &"$$-",#

马山县 $$".-%$# ).$""-.$# %"%-%%#

上林县 )"$-%/# $.+"&-.)# %"%-%%#

小计 /$"&)-+,# $ "!+"&/-+.# +")"-%,#
.,,"$%%-%%# ! +/)"$%%-%%# $""$%%-%%#

&-)#事件发生场所分布
事件发生场所主要集中在学校和小餐馆%二者

占总病例数的 ".-+!^") .!.0! +/)#&其中%学校病
例占总病例数的 !%-!.^"& /"+0! +/)#%见表 ).

表 )#&%%&!&%$) 年南宁市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病场所

分布情况

P>RAB)#Z=H?C=R:?=@; @4NA>3B@44@@ER@C;BE=HB>HBH=; 7>;;=;L

<=?G4C@J&%%& ?@&%$)
场所分布 事件数"^# 病例数"^# 死亡例数"^#

学校 $%/"&/-"+# & /"+"!%-!.# &"$$-",#

家庭 """&$-%)# &&/".-+/# ,".!-&/#

小餐馆 +$"&&-$.# $ ."!"&.-..# +")"-%,#

工地 .$"+-)"# .$&"!-&/# %"%-%%#

单位食堂 .%"+-&%# !%,"+-!/# %"%-%%#

其他 .+"$%-.+# )/)"+-.+# $"!-++#

合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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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因素特征
&-!-$#病因类别

.,, 起食源性疾病事件病因明确的 &++ 起%占
事件总数的 "+-,/^%发病 ! $%) 例%占总病例数的
+,-,%^"! $%)0! +/)#. 首要致病因素为致病微生

物污染%其次为有毒化学物质和有毒植物. 见表 !.
&-!-&#病因时间特征

致病因素按时间统计%致病微生物导致的食源
性疾病事件主要发生在 . i$% 月%共 $$/ 起%其余因
素致病时间无明显高峰%见表 ,.

表 !#&%%&!&%$) 年南宁市食源性疾病事件病因分布情况
P>RAB!#S?=@A@LGE=H?C=R:?=@; @44@@ER@C;BE=HB>HBBOB;?H=; 7>;;=;L<=?G4C@J&%%& ?@&%$)

致病因素 事件数"^# 病例数"^# 死亡例数"^#

致病微生物

有毒化学物

有毒植物

其他
不明原因
合计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变形杆菌 $+")-/&# .%$"!-$$# %"%-%%#

沙门菌 $)".-+.# &""")-"# %"%-%%#

致泻性大肠埃希菌 $&".-&+# )/+"+-)!# %"%-%%#

副溶血性弧菌 +"&-$/# &)!")-$,# %"%-%%#

蜡样芽胞杆菌 ""$-/$# .$,"!-.,# %"%-%%#

诺如病毒 ."%-+&# &,,")-!$# %"%-%%#

志贺菌 &"%-!!# +""$-)+# %"%-%%#

其他 !"$-."# .+/",-,# %"%-%%#

细菌性"不明# )%"$%-/.# )/$"+-..# %"%-%%#

小计 $)$".+-!&# . .)."!,-"&# %"%-%%#

有机磷农药 &$"!-")# $%$"$-"$# $"!-++#

桐油 $.".-!!# &)%")-%"# %"%-%%#

毒鼠强 $%"&-".# .+"%-,)# $"!-++#

亚硝酸盐 ""$-/$# $%/"$-+!# %"%-%%#

其他 $&".-&+# $&,"&-$)# &"$$-",#

小计 ,."$"-&$# ,$)"$%-)&# )"&.-!.#

四季豆 $)".-+.# .&,"!-!.# %"%-%%#

桐油果 $&".-&+# $"."&-/)# %"%-%%#

毒蘑菇 $&".-&+# ,."$-%"# $"!-++#

其他 &.",-&+# &."")-%&# )"&.-!.#

小计 ,$"$,-,"# "//"$.-!,# !"&/-)$#
&.",-&+# .)+"!-/%# ,".!-&/#
"+"&$-.$# "/%"$.-)%# &"$$-",#
.,,"$%%-%%# ! +/)"$%%-%%# $""$%%-%%#

表 ,#不同致病因素所致食源性疾病发病月份分布
P>RAB,#b@;?5AGE=H?C=R:?=@; @44@@ER@C;BE=HB>HBH3>:HBE RGE=44BCB;?N>?5@LB;=34>3?@CH

致病因素
病例数0例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合计

致病微生物 ) , $) $$ $. $$ $$ $" $/ &. " ! $)$
有毒化学物 $% ! ) ) ) , ! ) ) ! , , ,.
有毒植物 )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
不明原因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区县间病因特征比较
城区发生的食源性疾病主要致病因素为致病

微生物%占城区事件数量的 )&-/$^ "$$+0&"!#%其
次是不明原因%占城区事件数量的 &$-)!^ " !/0
&"!#&县份的主要致病因素为有毒植物%占县份事
件数量的 &"-)"^"&!0/$#%其次为致病微生物%占
县份事件数量的 &!-&"^"&.0/$#%见表 ".
&-!-)#不同场所病因特征分析

致病微生物是学校食源性疾病的主要致病因
素%占学校事件数量的 )&-&%^"),0$%/#%其次是有
毒植物类的食品%占学校事件数量的 &)-""^ "&"0

$%/#. 发生在小餐馆的事件主要致病因素也为致
病微生物%占小餐馆场所事件数量的 ).-&$^ ".!0
+$#. 发生在家庭的事件主要致病因素为有毒化学
物质%占发生在家庭事件数量的 )&-+,^ "..0""#%

见表 +.

.#讨论
目前%我国的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状况整体呈下

降趋势%国内部分省份一直保持下降 ,$$*$&- %但也有

些省市的发病率起伏不定%降中有升 ,$.*$,- . 南宁市

的发病特征与目前国内报道的部分地区食源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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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不同致病因素所致食源性疾病发病地区分布
P>RAB"#’BL=@;>AE=H?C=R:?=@; @44@@ER@C;BE=HB>HBH3>:HBE RGE=44BCB;?N>?5@LB;=34>3?@CH

致病因素
县份 城区

事件数"^# 病例数"^# 事件数"^# 病例数"^#

致病微生物 &."&!-&"# ",)").-),# $$+")&-/$# & !"/",&-.!#

有毒化学物 $+"$/-"+# &"+"$!-+$# )!"$,-.,# ..,"+-$&#

有毒植物 &!"&"-)"# ."/"&$-!,# .,"$.-%/# )&%"$%-$!#

其他 ,",-!/# "$")-%)# $"",-$+# &""",-"%#

不明原因 $/"&%-++# &,,"$!-$.# !/"&$-)!# !&)"$&-,"#

合计 /$"$%%-%%# $ "!+"$%%-%%# &"!"$%%-%%# ) $.,"$%%-%%#

表 +#不同致病因素所致食源性疾病发病场所分布
P>RAB+#dA>3BE=H?C=R:?=@; @44@@ER@C;BE=HB>HBH3>:HBE RGE=44BCB;?N>?5@LB;=34>3?@CH

致病因素
学校 家庭 小餐馆

事件数"^# 病例数"^# 事件数"^# 病例数"^# 事件数"^# 病例数"^#

致病微生物 ),")&-&%# $ ,&/"!)-"%# $)"$+-$+# ))"$/-&$# .!").-&$# +!+",&-)%#

有毒化学物 ."&-"!# &/"%-/"# ..")&-+,# /.")%-,$# $)"$"-&+# ..$"&)-%"#

有毒植物 &""&)-""# !,."$+-/$# $$"$)-&/# .."$)-)$# $%"$&-.!# ","!-!.#

其他 $%"/-$"# &++"/-,"# .".-/%# $!",-!!# ""+-,)# &/"&-$$#

不明原因 &."&$-$%# ),/"$!-"!# $,"&%-"+# ))"$/-&$# $!"$+-!&# +$"!-+/#

合计 $%/"$%%-%%# & /"+"$%%-%%# """$%%-%%# &&/"$%%-%%# +$"$%%-%%# $ ."!"$%%-%%#

致病因素
工地 单位食堂 其他

事件数"^# 病例数"^# 事件数"^# 病例数"^# 事件数"^# 病例数"^#

致病微生物 $.")$-/)# $!/"!%-/,# $""!,-,"# .))","-/+# $,")&-$$# .%/",&-!!#

有毒化学物 )"$&-/%# &""+-,!# !"$,-,"# $$&"&&-$.# )"$%-!.# &&")-)!#

有毒植物 ,"$/-.!# .+"$&-$+# &",-,"# $$"&-$"# !"$.-$,# "+"$!-"/#

其他 %"%-%%# %"%-%%# $".-..# ,"$-$/# &"!-&,# $%"&-%&#

不明原因 +"&!-+$# ++"&+-&$# !"$,-,"# ..",-!&# $$"&+-/!# "!"$!-$+#

合计 .$"$%%-%%# .$&"$%%-%%# .%"$%%-%%# !%,"$%%-%%# .+"$%%-%%# )/)"$%%-%%#

病0食物中毒情况分析研究颇为相似 ,$"*&%- .
致病因素较为突出的是致病微生物污染%其中

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变形杆菌+沙门菌和致泻性大
肠埃希菌为主要致病菌&. i$% 月发生较多%这与南
宁市地处亚热带%气候温热潮湿%利于微生物生长
有关&有毒植物因素导致的病例数占第二位%其中
进食未煮熟的四季豆所致病例数占有毒植物因素
所致病例数的 )%-+%^ ".&,0"//#%误食桐油果占
&$-,!^"$".0"//#%这与人们对二者毒性不了解+
烹调不当或误食有关&而在死亡人数较多的 ) 月和
$& 月%死亡原因也多数与有毒植物有关%如食用甘
蔗+木薯+含钩吻碱植物等%其次为误食有毒外用
药酒.

从南宁市发病地区分布看%城区发病较县份
多%发病人数占总发病人数的 "%-$"^ " ) $.,0
! +/)#%且多集中在人口复杂密集+流动人口多的城
区. 但在一些相对偏远%经济比较落后%监管比较
薄弱的县份同样也存在较高的发病率. 说明一方
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务工人员流动
性的增加%给食品安全监管和健康教育提出了新的
挑战%而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原有的教育和
监管则更需持续提升和加强.

从事件高发场所分布看%居首位的是学校.
发生在学校的事件中%发病人数较多的月份较集

中于 .+,+/+$% 月%致病原因多为细菌性污染和有
毒植物. . 月和 / i$% 月恰逢学生春季+秋季开学
初期%导致这个时段食源性高发的原因有多种%一
是部分学校尤其是民营办学机构开学初期%虽然
对食堂用品用具进行了消毒%但流于形式并未消
毒彻底%加上食堂环境卫生差+卫生设施不全导致
食物容易受到细菌污染&二是食堂工作人员更换
频繁%缺乏针对性的安全卫生教育%对食物加工不
当%导致发生未煮熟四季豆中毒+木薯中毒等事
件. 而部分学生发生的误食桐油果中毒则是由于
学生对桐油果的毒性缺乏认识%自行采食所致&三
是部分学生由于个体差异%开学初期胃肠不适应
导致急性肠胃炎&四是 . 月属 )回南天 * %且 / i
$% 月降水增多%温 度+湿 度 等 均 较 适 宜 微 生 物
生长.

其次%小餐馆和家庭也是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
的重要场所%且死亡人数占比较高. 其中%发生在
小餐馆的事件致病因素主要为细菌性污染%这和大
部分小型餐饮机构经营者卫生意识差和监管不到
位有关&而发生在家庭的事件主要为有毒化学物质
如误食毒鼠强沾染的食物所致%以农民居多. 广西
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自我保护意识和卫生意识
较差%部分乡镇和一些卫生条件较差的城中村投放
鼠药不规范%屡见误食被鼠药污染的食物而死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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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事件. 加上很多家庭壮劳力外出打工家中)空
巢*%导致孩子监护不当%缺乏教育%所以导致误食
的多为老人和小孩.

此外%有 )% 起微生物病因不明的事件由于受采
样和实验检测等客观条件限制%微生物所致的食源
性疾病病因确诊率往往不尽人意%提示在工作中更
需注重流行病学调查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其次%食
源性疾病报告是否规范%影响着事件报告的质量.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年南宁市成立了城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物中毒事件处置由原先的市
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管理改为六县区属地管
理. 理论上食源性疾病被认知和监管的几率会有
所提高. 然而%在翻查既往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档
案的过程中%发现事实上部分应属于食源性疾病暴
发的事件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被报告. 说明职责下
放到城区疾控部门后%由于机构+人员不完善%培训
督查不到位%部分领导和工作人员不够重视或认识
不足等原因%导致报告存在缺报+漏报甚至瞒报%这
种现象自 &%$. 年起被重视并予以纠正.

综上%结合南宁市食源性疾病的特点%提出控
制南宁市食源性疾病的几点建议$一是结合当地
气候特点%有针对性地确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重
点和食品卫生管理监督重点%减少因监管不利导
致集体性微生物感染性事件发生&二是借助食品
安全宣传周+专项活动+媒体等多种形式开展食品
卫生健康教育%尤其应加强对人口复杂+流动性大
的城中村+学校+集体供餐单位等区域的宣传教育
频次%增加如何辨别当地有毒植物等专题宣教内
容%提高学生+农民工等群体的食品安全意识%增
强自我保护能力&三是加大对餐饮从业人员的培
训力度%普及食品卫生知识%从餐饮环节阻断食源
性疾病的传播. 研究表明%经过食品卫生基础知
识培训后的从业者执行正确加工操作的情况明显
进步 ,&$- &四是针对县区发病不平衡的状况%一方面
致力于加强市内城区食安监管的规模与质量%使
其与城市化进程相匹配%另一方面逐步提升县级
食安监管队伍的能力建设%有针对性地进行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和食品监督检查%减少食源性疾病
发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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