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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 !"(",!"(* 年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特点及发生规律#探讨防止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对

策和措施$ 方法’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进行分析)采用季节趋势模型对 !"($

年云南省学校每月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人次数进行预测$ 结果’!"(",!"(* 年云南省报告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

件数(发病人数及死亡人数分别为 ("$ 起(# /&! 人和 ! 人#分别占总数的 $.$&\(!#.#!\和 ".&(\$ 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主要分布在农村乡镇地区的中(小学校$ 致病因素以有毒动植物和微生物为主$ 采用季节趋势模型对 !"($ 年云

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趋势进行预测#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继续呈上升趋势#中毒高峰为 #(,($ 和 / 月$

结论’加大对农村地区学校食堂投入和管理力度#规范学校食堂从业人员操作#建立对餐饮业有效的监管机制#加强

预防食源性疾病*特别是有毒动植物+的宣传教育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降低学生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

生$ 季节趋势模型对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拟合效果较好#可以应用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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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不仅严重影
响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学校的正常教
学秩序%而且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危及社
会稳定+ 云南省因其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多民
族的饮食习惯%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生较频
繁%为更好地了解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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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和发生原因%找出关键控制环节%以便有针
对性地制定预防和控制措施%防止和减少学校食源
性疾病的发生 /(-#0 %本研究对 !"("!!"(* 年云南省
报告的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资料进行分析+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 年云南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通过
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监测系统报告的监测数
据%并经现场调查确认的发生于云南省各类学校及
幼托机构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方法
(.!.(’判断标准

食物中毒诊断按照 [J(,/#%!/,’食物中毒诊
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 /,0 +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判断参照’!"("!!"(*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
手册* /*0 +
(.!.!’分析方法

本研究应用季节趋势模型对学校食源性疾病
月发病人次数资料进行模型拟合+ 季节趋势模型
相对于其他时间序列预测方法%计算简单,易于理
解%模型同时考虑了资料的趋势性,季节性和一定
周期规律+ 可应用于既有一定的长期趋势又同时
具有明显季节周期性的疾病的流行趋势预测分
析 /$-&0 + 模型的拟合和计算利用 ElEE (&." 和 R<3BA
!""& 完成+

季节趋势模型的建立$季节趋势模型为 Z6% :
Z60G%%式中%Z6%为 %时刻的季节趋势模型预测值%Z60为
直线趋势预测值%G%为调整的季节指数+ 模型的建
立步骤如下$

#计算趋势预测值$ Z60:# [E%%式中%#为事件

起点人数的起点值"# :)6M) \E)%M)%)为数据

个数#%%为时间变量"即季节序号#%E表示每增加一

个时间单位时6E:"))%6\)6)%#M/))%! \

")%#
!
0%) 为数据个数7 平均增加的人次数+

$计算季节指数$用趋势剔除法%即季节指数%
G%:6MZ60](""^

%计算调整季节指数$取各年度的季节指数平
均值%得调整季节指数+

对 !"("!!"(* 年学校食源性疾病月发病人次

数进行拟合+ 计算预测指标误差$ G" : )
)

(:(
"%
!

槡 M)

") 为数据个数#+ 用季节趋势模型预测 !"($ 年学
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月发病人次数+

!’结果
!.(’基本情况

!"("!!"(* 年云南省共报告学校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件 ("$ 起%发病 # /&! 人%死亡 ! 人%分别占
同期全省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报告总数的 $.$&\
"("$0( */" #, !#.#!\ " # /&!0(& "#( #, ".&(\
"!0!%##&年均报告 (&.$& 起%平均每起发病 #& 人+
!.!’流行病学特征
!.!.(’时间分布

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报告起数在
!"(! 年出现一个高峰%占事件总数的 !,.*#\"!$0
("$#&发病人数总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见表 (#+

表 (’!"("!!"(* 年云南省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分布情况

K>QAB(’Z=G@C=QN@=9: 94499DQ9C:BD=GB>GB9N@QCB>H

=:3=DB:@G=: G3599A4C9I!"(" @9!"(*
年份 报告起数 占比0\ 发病人数 占比0\ 死亡人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学校分布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在各类学校和托幼机构

均有发生%但主要发生在农村乡"镇#小学%共报告
$% 起%占 $,.(*\ "$%0("$#&其次是农村乡 "镇#中
学%共报告 ($ 起%占 (*."/\"($0("$#%表明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乡"镇#地区的中,小
学校"见表 !#+

表 !’!"("!!"(* 年云南省不同类别学校发生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情况

K>QAB!’Z=G@C=QN@=9: 94499DQ9C:BD=GB>GB9N@QCB>H =:3=DB:@G

=: D=44BCB:@G3599AG4C9I!"(" @9!"(*

学校类别
州"市#级 县"区#级 乡镇及以下

报告
起数

发病
人数

报告
起数

发病
人数

报告
起数

发病
人数

托幼机构 ! !/ ! % / ,(,
小学 " " " " $% ! #$#
中学 ( (*( # !", ($ $*/
中专,技校 ( #$ " " " "
高校 ( (/ " " " "
其他学校 ! ** ( #, " "
合计 & !/" $ !,$ /# # ,#$

!.!.#’致病因素
("$ 起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查明致病原

因的有 %% 起%占 %#."!\%其中以动植物性中毒为
主"*".""\#%其次是微生物性中毒 "#".(/\#%农
药及化学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占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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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致病因素分布
K>QAB#’Z=G@C=QN@=9: 94L>@59;B:=34>3@9CG94499DQ9C:B

D=GB>GB9N@QCB>H =:3=DB:@G=: G3599A4C9I!"(" @9!"(*
致病因素 报告起数 占比0\ 发病人数 占比0\ 死亡人数
动植物性 *# *"."" ( #%% #,./, "

微生物性 #! #".(/ ! "(* *".&# "

化学性 # !.%# */ (.,/ !

不明原因 (% ($./% *(" (!.%, "

合计 ("$ (""."" # /&! (""."" !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原因
对查明中毒原因的 %% 起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分析显示%误食误用是导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最主要的原因%共 !& 起%占 #".$%\&其次是
加工不当 !* 起%占 !%.,(\&熟食储存不当 ($ 起%
占 (%.(%\&生熟交叉污染 (( 起%占 (!.*"\&原料
受污染或腐败变质 & 起%占 &./*\&食堂工作人员
带菌污染 ! 起%占 !.!&\+
!.#’发病人次预测

以 !"("!!"(, 年云南省学校每月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件人次数为原始数据%采用季节趋势模型进
行拟合%用 !"(* 年云南省学校每月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人次数检验其预测效果%并预测 !"($ 年云南省
学校每月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人次数+
!.#.(’发病人次数的季节趋势模型

从时间上看%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人次数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发病特
点%高峰为每年 #,,,$,/ 月%适合做季节趋势模型分
’’’

析 /%-/0 "见表 ,#+ 拟合月发病人次数"6%#和月份"%#
之间的直线回归方程为 6%‘/.#&! k".#!(%%回归方
程经方差分析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1‘".", #+ 以此直线回归方程回代求得 !"("!
!"(, 年各月的估计值+ 利用以上分析建立的直线
回归方程和各月的调整季节指数%建立季节趋势模
型$9%‘"/.#&! k".#!(%#G%其中%9%为预测月份的发
病人次数%%为预测月份的序号%G为预测月份对应
的调整季节指数+

表 ,’!"("!!"(, 年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发病人次数
K>QAB,’l>@=B:@G94B>35 3>GB94499DQ9C:BD=GB>GB9N@QCB>H

=:3=DB:@G=: G3599A4C9I!"(" @9!"(,

年份
每月发病人次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拟合情况
将 !"(* 年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各

月的发病人次数进行回代%求得各月发病人次数的
季节模型预测值%见表 *+ 计算季节趋势模型预测

指标误差%根据公式 -" : )
)

%:(
"%
!

槡 M) 计算得%季节

趋势模型的预测误差为 (".&!%模型回代拟合效果
理想%预测值和实测值基本重合%见图 (+

表 *’!"(* 年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病人次数预测值与实测值拟合情况
K>QAB*’6=@@=:;:NIQBCLCBD=3@BD >:D @5BIB>GNCBD M>ANBG94499DQ9C:BD=GB>GB9N@QCB>H =:3=DB:@G94G3599A=: !"(*

月份序号
%

实测值
6

趋势值
Z60 :# [E%

季节指数
G%

季节模型预测值
Z6%:Z60]G%

"%:Z6%\6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模型回代拟合与外推预测
外推预测显示$ !"($ 年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件各月的发病人次数依次为$#%*%$&%*/%#,%
$*%(#%"%&*%,,%!#%!/+ !"($ 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人次数继续呈上升趋势%季节性趋势未变%
高峰为 #,,,$ 和 / 月+

#’讨论
本研究表明%!"("!!"(* 年云南省学校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发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原因是
云南省食源性疾病报告制度逐步得到完善%特别是
云南省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建设%全省各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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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病

人次数预测值与实测值比较
6=;NCB(’?9IL>C=G9: 94@5BLCBD=3@BD M>ANBG>:D IB>GNCBD

M>ANBG94@5BL>@=B:@G94B>35 3>GB=: !"(*

控机构均为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监测点%同时选择
哨点医院开展主动监测%哨点医院数从 !"(" 年的
(" 家增加至 !"(* 年的 (#% 家"县级覆盖率 (""\#%
各地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率得到明显提高 /("0 &暴发
事件报告起数在 !"(! 年出现高峰%云南省在 !"(!
年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工作%初期由于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推进很快%从
文件发布到实施时间较短%不少学校没有食堂更谈
不上有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标准的食堂%绝大部分营
养餐只能校外订购%增加了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
生的危险 /((0 + 建议各级政府部门继续加大对农村
地区学校基本卫生设施的投入%重点改善学校食堂
和饮用水设施卫生条件%确保农村学校食堂具备基
本的卫生设施%最大程度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在大中专,中小学和托幼
机构均有发生%但主要发生在生活水平较低,卫生
条件较差的农村中,小学校%场所分布与广西相
似 /(!0 %表明农村乡"镇#地区中,小学校是云南省食
源性疾病暴发事件防制的重点区域+

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因素以
动植物性为主%主要原因是云南野生动植物丰富%
学生误食有毒动植物"蓖麻籽,膏桐籽,桐油果,野
生蜂蜜等#或食堂豆浆,四季豆加工不当等造成&其
次是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主要致病菌有
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菌,志贺菌,蜡样芽胞杆菌
等%中毒的食品以肉与肉制品,谷与谷制品为主%因
此%有毒动植物和微生物是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件防制的重点因素+ 学生误食误用%学校食
堂对食物加工处理不当是导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的主要原因 /(#0 + 因此%学校应针对性地开展
食源性疾病"特别是有毒动植物#预防知识的普及
教育%同时%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规范从业
人员操作%建立健全学校食堂的安全管理制度%做
到每个部门有制度%每个员工有职责+

原因不明的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仍占一

定比例"($./%\#%说明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水平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 另外%学校食物留样和发生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件后及时报告等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 例
如%!"(" 年发生的一起中毒 %" 多人的学校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就因事发后报告不及时%疾控部门
介入调查较晚采集不到留样食物,患者的排泄物等
生物样本%实验室检测不到病原等因素%被定为一
起原因不明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本研究应用季节趋势模型对云南省学校食源
性疾病暴发事件人次数进行预测分析%并推导出学
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季节趋势方程%为预测云南
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流行趋势提供一定参考%用此模
型预测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趋势在国内尚不多见+
分析结果显示%!"("!!"(* 年云南省学校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平均每次发病 #& 人%低于全国水平
"$" 人#%但比周边省份 "贵州,重庆 # 发病水平
高 /(,-($0 %按目前发展状况估计%!"($ 年云南省学校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仍将呈上升趋势%应引起有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 中毒高峰为每年春,秋季开学初
"#,,,/ 月#及气温上升后的 $ 月份%应提前做好学
校食源性疾病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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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台州市食源性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分子特征研究

沈伟伟(#裘丹红(#盛莹(#罗芸!

!(2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台州’#(%"""$ !2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杭州’#(""*(#

摘’要!目的’了解台州市食品中分离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血清型(毒力基因以及基因分型情况#建立食

源性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分子特征本底信息#为食源性疾病的防治提供技术支持$ 方法’对近几年从食品中

分离的 #& 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进行多重 l?)血清分型(/ 种毒力基因*=.5I(()$I(()$C((#=(5$#I(&$6I(=$0C(;=$

和 #0%I+l?)检测(l6[R基因分型#用 J=97NIBC=3G$.$ 软件对分型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 株食源性单核细

胞增生李斯特菌的血清型以 (0!>或 #>型别为主)所有菌株均检出 , 种以上毒力基因#有 (* 株菌携带所有 / 种毒

力基因)#& 株菌经 I=# U酶切 l6[R分型后#共得到 !! 种带型#每种带型包含 ( p* 株不等#相似度区间为 $&\ p

(""\$ 结论’台州市食源性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存在致病流行风险#建立的指纹图谱数据库可为食源性疾病

的防治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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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7(G%".(# ;3)306%3/")"#
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病和食源性疾病的条件病
原菌%可引起人,畜,禽类的李斯特菌病%感染人可

引起胃肠炎,败血症,脑膜炎,流产等+ 绝大多数人
感染李斯特菌病均由 (0!>,(0!Q,(0!3和 ,Q 型血清
型引起 /(0 +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菌株的毒力基
因主要包括转录调控蛋白基因 "=.5I#,内化素相关
基因"()$I,()$C#,肌动蛋白聚集基因" #0%I#,金属酶
蛋白基因";=$#,溶血素基因" &$6I#,卵磷脂酶基因
"=$0C#,毒力相关基因 "(#=#,鞭毛蛋白基因 "5$#I#
等%这些毒力基因主要参与菌株粘附,侵袭及在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