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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 !"((,!"(* 年厦门市食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了解食物中毒的规律和特点#为预防和控

制食物中毒的发生提供依据$ 方法’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 !"((,!"(* 年厦门市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所收

集到的食物中毒资料按发生的时间(地点(病死率(致病因素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年厦门市共报

告食物中毒事件 && 起#中毒人数 %"$ 人#死亡 ( 人$ 食物中毒事件主要集中在第三季度#% 月份最多$ 中毒原因

以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为主#占 $!.#,\ *,% 0&&+ #其中主要的致病因子是副溶血性弧菌#而诺如病毒是厦门市
!"(! 年后新发现的又一中毒因素$ 食物中毒主要发生场所是餐饮服务单位#主要集中在岛内思明区$ 结论’加

大食品卫生安全的宣传力度#加强对餐饮业的监管力度#建立完善的食物中毒应急处置机制#是减少厦门市食物

中毒事件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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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也是引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食物中毒的
发生不仅影响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也影响了社会的
和谐稳定+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政府和公众对食品

安全的重视%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也逐渐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 为掌握厦门市近几年来食物中毒的
发生情况,特点和规律%对 !"((!!"(* 年厦门市食
源性疾病报告系统收集到的食物中毒事件进行汇
总和分析%为进一步制定食物中毒的预防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

(’资料与方法
(.(’资料

资料来源于 !"((!!"(* 年厦门市食源性疾病
报告系统报告的所有食物中毒事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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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 R<3BA!""&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描述性

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用 ElEE !"." 软件按食物
中毒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病死率,致病因素等进
行统计分析%以 1i"."*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基本概况

!"((!!"(* 年厦门市共报告食物中毒 && 起%
中毒人数 %"$ 人%死亡 ( 人+ !"((,!"(# 年报告起
数和中毒人数较少%其他年份报告起数均为 !" 起%
中毒人数 (** p!*! 人%详见表 (+

表 (’!"((!!"(* 年厦门市食物中毒报告情况

K>QAB(’)BL9C@94499D L9=G9:=:;BMB:@G=: f=>IB: 4C9I

!"(( @9!"(*

时间
报告
起数

占比
0\

中毒
人数

占比
0\

死亡
人数

病死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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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 (""."" %"$ (""."" ( ".(!

!.!’时间分布
从季度分布来看"见表 !#%!"((!!"(* 年厦门

市食物中毒的季度分布情况为第三季度 m第一季
度 m第二季度 m第四季度%且四个季度食物中毒的
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i"."(#+ 第三季度的
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的比例均占总数的 ,"\以上+
除 !"(! 年外%各年份报告起数均呈第三季度的季节
性增高+

表 !’!"((!!"(* 年厦门市食物中毒的季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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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 报告起数 占比0\ 中毒人数 占比0\ 死亡人数
第一季度 !, #(.(& !"% !*.%( (

第二季度 (# ($.%% %# (".#" "

第三季度 #( ,".!$ ##, ,(.,, "

第四季度 / ((.$/ (%( !!.,* "

合计 && (""."" %"$ (""."" (

’’从月份分布来看"见表 ##%各月份均有食物中
毒事件发生%其中 % 月份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最多%
(( 月份相对较少%各年份的中毒发生率基本在 % p/
月最高+
!.#’地区分布

厦门市共有六个行政区域$思明区,湖里区,集
美区,海沧区,同安区和翔安区%其中思明区和湖里
区在 岛 内% 岛 内 人 口 占 全 市 人 口 的 */.("\+
!"((!!"(* 年厦门市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和中毒人

’’’’表 #’!"((!!"(* 年厦门市食物中毒的月份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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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报告起数 占比0\ 中毒人数 占比0\ 死亡人数
( 月 (( (,.!/ ("$ (#.(* (
! 月 % (".#/ ** $.%! "
# 月 * $.,/ ,& *.%# "
, 月 , *.(/ !% #.,& "
* 月 # #./" !, !./% "
$ 月 $ &.&/ #( #.%* "
& 月 / ((.$/ %! (".(& "
% 月 (# ($.%% (,& (%.!, "
/ 月 / ((.$/ ("* (#."# "
(" 月 , *.(/ %" /./# "
(( 月 ( (.#" * ".$! "
(! 月 , *.(/ /$ ((./( "

合计 && (""."" %"$ (""."" (

数以岛内为主%共发生 *% 起%中毒人数 *!& 人%分别
占 * 年来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的 &*.#!\"*%0&&#
和 $*.#%\ " *!&0%"$ #% 岛 外 食 物 中 毒 发 生 率
!,.$%\"(/0&&#%岛内与岛外食物中毒的发生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1i"."(#+ 岛内的食物中毒事件
以思 明 区居 多% 报告 起数 和中 毒人 数 分 别 占
,,.($\"#,0&&#和 #*.$(\"!%&0%"$#%而位于岛外
的翔安区,同安区食物中毒报告起数相对较低%仅
为 ( p! 起%详见表 ,+

表 ,’!"((!!"(* 年厦门市食物中毒的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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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报告起数 占比0\ 中毒人数 占比0\ 死亡人数
思明区 #, ,,.($ !%& #*.$( "

湖里区 !, #(.(& !," !/.&% "

集美区 & /."/ (&# !(.,$ "

海沧区 / ((.$/ $" &.,, (

同安区 ! !.$" ,# *.## "

翔安区 ( (.#" # ".#& "

合计 && (""."" %"$ (""."" (

!.,’发生场所分布
!"((!!"(* 年厦门市食物中毒发生场所最多

是餐饮服务单位"包括宾馆饭店,饮食店,送餐等#%
分别 占 所 有 报 告 起 数 和 中 毒 人 数 的 *%.,,\
",*0&&#和 **.!(\",,*0%"$#%其次为集体食堂%报
告起数和中毒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0&&#
和 ($.#%\"(#!0%"$#%详见表 *+ 唯一的死亡病例
发生在家庭中毒+ 除 !"(! 年外%其他年份的中毒人
数都以发生在餐饮服务单位的居多+
!.*’致病因素

!"((!!"(* 年厦门市所报告的 && 起食物中毒
事件中%查明原因的有 *% 起%未查明原因的有
(/ 起%食物中毒原因构成情况见表 $+ 植物性食物
中毒主要是食用了未炒熟的四季豆,扁豆,豆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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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厦门市食物中毒的场所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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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场所
报告
起数

占比
0\

中毒
人数

占比
0\

死亡
人数

病死率
0\

餐饮服务单位 ,* *%.,, ,,* **.!( " ".""

集体食堂 (! (*.*% (#! ($.#% " ".""

学校 , *.(/ (", (!./" " ".""

家庭 $ &.&/ !# !.%* ( ,.#*

其他 (" (!.// ("! (!.$$ " ".""

合计 && (""."" %"$ (""."" ( ".(!

毒蘑菇引起的&五年来唯一的一个中毒死亡原因是
’’’’

由于一个家庭食用了腐烂南瓜引发的 S-亚硝胺中
毒+ 最主要的中毒原因是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占
$!.#,\",% 0&&# %而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最主要的
致病因子是副溶血性弧菌%占 !&.!&\ " !( 0&& # %
主要集中发生在海产品和咸水鸭等食品中%!( 起
副溶血性弧菌发生在 & p/ 月份的有 (* 起+ 其次
是诺如病毒%占 (*.*%\ "(! 0&&# + 诺如病毒是在
厦门市 !"(! 年后新发现的又一中毒因素%从 !"(!
年以来每年均有发生%主要发生在 (! 月至次年 ,
月间%见图 (+

表 $’!"((!!"(* 年厦门市食物中毒原因构成情况
K>QAB$’?>NGB94499D L9=G9:=:;BMB:@G=: f=>IB: 4C9I!"(( @9!"(*

致病因素 报告起数 占比0\ 中毒人数 占比0\ 死亡人数 病死率0\

微生物类

植物类

化学类
不明原因
合计

副溶血性弧菌 !( !&.!& !%/ #*.%$ " ".""

沙门菌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 ".""

蜡样芽胞杆菌 ( (.#" & ".%& " ".""

诺如病毒 (! (*.*% (** (/.!# " ".""

真菌及其毒素 ( (.#" (" (.!, " ".""

其他 ! !.$" !( !.$( " ".""

小计 ,% $!.#, *%" &(./$ " ".""

豆角 ! !.$" (* (.%$ " ".""

四季豆 ! !.$" (( (.#$ " ".""

扁豆 # #.%/ *% &.!" " ".""

毒蘑菇 ! !.$" / (.(! " ".""

小计 / ((.$/ /# ((.*, " ".""
S-亚硝基化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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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年厦门市诺如病毒中毒的月份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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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从 !"((!!"(* 年厦门市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

报告的 && 起食物中毒事件来看%厦门市食物中毒主
要集中在第三季度%以 % 月份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
最多%其次是第一季度%这与国内其他沿海城市的
的报道基本一致 /(-#0 + 这主要是由于厦门地处我国
东南沿海%第三季度气温高,湿度大%细菌易于生长
和繁殖%食品腐败变质较快%从而导致食物中毒发
生几率增加&而第一季度恰逢新春佳节%宴席,聚餐
多%游客也多%进一步增加了食物中毒发生的可能

性+ 从中毒的场所看%主要集中在岛内的餐饮服务
场所+ 由于岛内思明区和湖里区是厦门市居住人
口最多的区域%人口密度大%外来人口多%人口流动
性强%各类型餐饮服务单位数量众多%从业人员的
数量庞大%集中了厦门主要旅游资源和公共卫生资
源%因而成为了食物中毒事件的高发区+

!"((!!"(* 年厦门市食物中毒事件中微生物
性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占的比例最高%这
与国内食物中毒的大体情况是一致的 /,0 %但厦门市
食物中毒事件的主要致病因子为副溶血性弧菌%与
内陆地区以沙门菌为主要致病因子有所区别 /*0 +
副溶血性弧菌是我国沿海地区食物中毒中最常见
的一种致病菌 /(-#0 + 厦门是我国著名的沿海风景城
市%水产资源丰富%各种海鲜美食成为当地和众多
来厦游客的首选%也成为食物中毒最主要的原因+

由于食物中毒不属于传染病%加上诺如病毒引
发的胃肠炎中毒症状与细菌性中毒类似%且实验室
诺如病毒检测技术缺乏%使得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在
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时往往忽略了诺如病毒的
因素而归结为细菌性中毒或不明原因中毒+ 从
!"", 年有文献报道我国诺如病毒中毒的暴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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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0 %诺如病毒引发的食物中毒开始得到重视并有
不少报道 /&-%0 + 依据卫生部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防治方案"试行#*"!""&# //0 %厦门市在 !"(! 年以后
开始发现诺如病毒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并且在微
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统计中位
居第二位%冬季是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高发季
节%所以应加强对食物中毒病例的病毒性检测%预
防诺如病毒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植物性食物中毒
主要是食用了未炒熟的四季豆,扁豆,豆角等豆类
蔬菜%主要集中发生在集体食堂+ 集体食堂一般采
用大锅大灶烹饪食物%而四季豆等豆类蔬菜容易出
现受热不均匀的现象%导致豆类蔬菜没有完全炒
熟%加上从业人员素质较低%食品卫生安全意识比
较薄弱%从而引发了食物中毒+ 误食毒蘑菇的中毒
事件仍有发生%说明食品卫生安全的宣传教育和监
管仍需继续加强+ 所发生的唯一一起食物中毒死
亡事件是由于一个家庭食用了腐烂南瓜引发 S-亚
硝胺中毒%虽然化学性食物中毒占的比例最低%但
引起的后果却是最严重的%仍需提高警惕+

据文献报道%!""$!!"(! 年全国食物中毒原因
查明率为 %%.#/\ /("0 %!"(#!!"(* 年的查明率分别
为 %,.%&\,%/.#%\,%&.*&\ /((-(#0 %!"((!!"(* 年
厦门市的食物中毒原因查明率为 &*.#!\"*%0&&#%
略低于我国文献报道的水平+ 原因一是有些中毒
报告的不及时%有的事故发生单位未及时上报%造
成现场调查时无法开展对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无
法采集生物样本及可疑食物&二是基层疾控机构缺
乏专业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食品检测人员%现场调查
不细致%处置不规范%对中毒原因的初步判断产生
偏差&三是基层实验室检测设备不完善%技术能力
和水平无法满足要求%导致无法开展对可疑致病因
子的检测+

本文是依据厦门市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报告
的中毒事件进行统计%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漏报的可
能+ 针对厦门市近年来食物中毒事件的特点%应加
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在食物中毒高发季节加强
食物中毒知识的安全宣传工作%做好风险评估工
作%及时发布中毒预警+ $加强对餐饮服务单位
"包括宾馆,饭店,食品店,送餐单位等#和集体食堂
的监管%掌控食物中毒发生的关键环节+ 如食物要
煮熟煮透%避免生熟交叉污染%不采购腐烂变质的
原料食品等+ 对思明区和湖里区这两个高发地区
的餐饮服务单位时常进行预防性监督+ %防控的

重点放在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特别是副溶血性弧
菌%同时要加强对诺如病毒的监测%对食品的购买,
运输,储存,加工等相关环节加强管理%预防微生物
的污染+ (加强应急流行病学调查和食品检测人
员的素质培训%加大对基层检测设备的投入%建立
完善的食物中毒应急处置机制%将食物中毒发生的
危害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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