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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后全国食物中毒流行病学特征变化的对比分析

陈世伟
!河南省食品药品评价中心"河南 郑州(2%**)4#

摘(要!目的(考察(食品安全法)对食物中毒流行病学特征的影响!并提出监管对策" 方法(以 &**, 年底作为
(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后的分界线!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公开的食物中毒事件的通告数据为基础!对(食品安全法)

实施前后全国食物中毒事件基本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对比分析" 结果((食品安全法)实施后!食物中毒报告数

和中毒人数均明显下降!且在总体维持较低的水平下呈现平稳趋势&食物中毒发生原因的主次顺序已由微生物性$

有毒动植物性$化学性$不明原因!转化为有毒动植物性$微生物性$化学性$不明原因&在食物中毒发生场所中!集

体食堂所占比重已从 ’&A4c下降至 &&A2c!家庭所占比重从 ’4A2c上升至 2,ALc!家庭已成为食物中毒发生的最

主要场所" 结论((食品安全法)实施后!我国食物中毒情况明显好转&食物中毒发生原因及发生场所的特征变化!

为制定相应的食物中毒防范措施和监管政策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食品& 食品安全法& 食物中毒& 流行病学& 特征

中图分类号!8)%%((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2#42%+#&*)4$*’#*&2%#*%
!"#%)*A)’%,*0IJBIK3J&*)4A*’A**%

B)04+2+(,?&+/+*6.,.)/(1&’1+/5&.)%%))-4),.)/,/5 &4,-&0,)*)5,’+*’1+2+’(&2,.(,’.
=&%)2&+/-+%(&2(1&,04*&0&/(+(,)/)%4%%5 3’6)-,7’8,/B1,/+

5"ND!3H#9:H
#":>O> 5:><:=K.=T..S O>S b=RP8::̂O/R<H.>" ":>O> X3:>Pq3.R 2%**)4" 53H>O$

<=.(2+’(% "=>&’(,?&(_.H> :̂;<HPO<:<3:H-]OB<.K<3:H551 :);#*/,)I.> <3::]HS:-H./.PHBO/B3O=OB<:=H;<HB;.KK..S
].H;.>H>PO>S ]R<K.=9O=S =:PR/O<.=C-:O;R=:;J@&(1)-.(b:;B=H]<Ĥ:O>O/C;H;O>S B.-]O=O<Ĥ:O>O/C;H;9:=:BO==H: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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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HBB3O=OB<:=H;<HB;.KK..S ].H;.>H>P?:K.=:O>S OK<:=<3:H-]/:-:><O<H.> .K<3:H551 :);#*/,)IH> 53H>O9H<3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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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首次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 ’)( #以下简称 -食品安全法.$是在对已实
施 )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以下简
称-食品卫生法.$ ’&(修订极具争议的基础上"并在
三鹿奶粉事件的催化下"颁布的寄托人们重大期盼
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 ’’( "并且 &*)% 年 )*

月又施行新的-食品安全法. ’2( ) -食品卫生法.到
-食品安全法.的变化"体现了保障食品安全的观念
和监管方式上的巨大转变"因此"本研究通过-食品
安全法.实施前后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情况的对比分
析"评估其对食物中毒流行病学特征变化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A)(数据来源

&**+!&*)% 年食物中毒数据来自国家卫生行
政部门官方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 ’%#)2(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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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年 )* 月 ) 日施行的-食品安全法.将食物中
毒完全纳入了食源性疾病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自 &*)+ 年起已不再定期通报食物中毒事件"故本
研究仅将食物中毒数据分析至 &*)% 年底)
)A&(数据分析

由于法律作用有延迟效应"因此本研究将 -食
品安全法.实施后的效应延迟至 &**, 年年底"以此
为分界线#&**+!&**, 年为-食品安全法.实施前的
阶段"&*)*!&*)% 年为 -食品安全法.实施后的阶
段$"采用 N[B:/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 !7!! ),A* 进
行 #& 检验"以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与分析
&A)(&**+!&*)% 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基本特征趋
势分析

由图 ) 可见"&**+!&*)% 年食物中毒的报告起
数和中毒人数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且从 &*)* 年
起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与中毒人数在低水平下呈现
平稳态势"即-食品安全法.实施前食物中毒报告数
与中毒人数随时间推移下降趋势明显"-食品安全
法.实施后食物中毒报告数与中毒人数维持在较低
水平"呈现平稳态势) -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后因食
物中毒引起的死亡人数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

图 )(&**+!&*)% 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基本特征的变化
THPR=:)(53O>P:;.K?O;HBB3O=OB<:=H;<HB;.KK..S ].H;.>H>PH>BHS:><;H> 53H>OK=.-&**+ <.&*)%

((由图 & 可见"-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各月份的
食物中毒报告数均明显低于-食品安全法.实施前"
且在食物中毒高发期的 2 m)* 月份下降最为明显)
&**, 年属于特殊的一年"前 % 个月-食品安全法.尚
未正式实施"除 ) 月份数据外"每月食物中毒报告数
均高于-食品安全法.实施后&自 &**, 年 + 月份开
始"各月份食物中毒报告的特征与-食品安全法.实
施后相似) 从 &**+!&*)% 年各月份食物中毒报告
数的趋势看"报告数最多的月份由-食品安全法.实
施前的 , 月提前至-食品安全法.实施后的 4 月)
&A&(-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后食物中毒原因比较

由表 ) 可见"-食品安全法.实施后"2 种原因引
起的年平均食物中毒报告数远小于-食品安全法.
实施前) 在-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引起食物中毒的
2 种原因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A%+%"
!@*A*%$"但是 2 种原因所占比例没有改变微生物
性*有毒动植物性*化学性*不明原因的主次顺序&
-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引起食物中毒的 2 种原因所
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A+%%"!G*A*%$"

图 &(&**+!&*)% 年全国每月食物中毒报告数
THPR=:&(DR-?:=.K<3:>O<H.>O/=:].=<.K-.><3/CK..S

].H;.>H>PH> 53H>OK=.-&**+ <.&*)%

保持了有毒动植物性*微生物性*化学性*不明原因
的主次顺序)

-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后比较"微生物性与不明
原因导致的食物中毒所占比例无明显变化"化学性
食物中毒则从 ),A,c下降至 )’A4c"有毒动植物性
食物中毒从 &,ALc上升至 ’+A4c"导致我国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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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后食物中毒原因比较#$=v8$

_O?/:)(5.-]O=H;.> .KK..S ].H;.>H>PBOR;:;?:K.=:O>S OK<:=<3:H-]/:-:><O<H.> .KH551 :);#*/,)I

中毒原因
-食品安全法.实施前报告起数#c$ -食品安全法.实施后报告起数#c$

&**+ 年 &**L 年 &**4 年 &**, 年 平均 &*)* 年 &*)) 年 &*)& 年 &*)’ 年 &*)2 年 &*)% 年 平均
微生物性 &+%#22A%$ )L2#’2A2$ )L&#’,A,$ ))4#2’A%$ )4&A’ v+)A*#’LA,$ 4)#’+A4$ L4#2)A’$ %+#’&A&$ 2,#’&A&$ +4#2&A%$ %L#’’AL$ +2A4 v)&A, #’+A+$

化学性 )*’#)LA’$ 4,#)LA+$ L,#)4A’$ %%#&*A’$ 4)A% v&*A&#),A,$ 2*#)4A&$ ’*#)%A,$ &)#)&A)$ ),#)&A%$ )2#4A4$ &’#)’A+$ &2A% v,A& #)’A4$

有毒动植物性 )%)#&%A’$ )4,#’LA2$ )&%#&,A*$ 4)#&,A,$ )’+A% v2%A2#&,AL$ LL#’%A*$ %’#&4A*$ L&#2)A2$ +)#2*A)$ +)#’4A)$ +4#2*A&$ +%A’ v4AL #’+A4$

不明原因 LL#)&A,$ %2#)*AL$ %%#)&A4$ )L#+A’$ %*A4 v&2A,#)&A+$ &&#)*A*$ &4#)2A4$ &%#)2A2$ &’#)%A)$ )L#)*A+$ &)#)&A2$ &&AL v’AL #)&A4$

合计 %,+#)**A*$ %*+#)**A*$ 2’)#)**A*$ &L)#)**A*$ ! &&*#)**A*$ )4,#)**A*$ )L2#)**A*$ )%&#)**A*$ )+*#)**A*$ )+,#)**A*$ !

注%!表示该项不合计

中毒发生的原因主次顺序已由-食品安全法.实施
前的微生物性*有毒动植物性*化学性*不明原因"
转化为-食品安全法.实施后的有毒动植物性*微生
物性*化学性*不明原因)
&A’(-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后食物中毒发生场所
比较

由表 & 可见"-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各场所年
平均发生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均明显低于 -食品
安全法.实施前) -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和实施后"

年间发生食物中毒的 2 种场所所占比例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hL+AL+%"!@*A*%&#& h’,A*++"
!@*A*%$ ) 集体食堂和家庭 & 种场所"不论是-食
品安全法.实施前还是实施后"均为食物中毒发生
的主要场所"合计约占 L*c"但集体食堂所占比例
从-食品安全法.实施前的 ’&A4c下降至-食品安
全法.实施后 &&A2c"家庭所占比例从 ’4A2c上
升至 2,ALc"导致家庭已成为发生食物中毒最为
重要的场所)

表 &(-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后食物中毒发生场所比较#$=v8$

_O?/:&(5.-]O=H;.> .KK..S ].H;.>H>P]/OB:;?:K.=:O>S OK<:=<3:H-]/:-:><O<H.> .KH551 :);#*/,)I

中毒原因
-食品安全法.实施前报告起数#c$ -食品安全法.实施后报告起数#c$

&**+ 年 &**L 年 &**4 年 &**, 年 平均 &*)* 年 &*)) 年 &*)& 年 &*)’ 年 &*)2 年 &*)% 年 平均

集体食堂 &’L#’,A4$ )2&#&4A)$ )+&#’LA+$ %*#)4A%$ )2LA, v’,AL#’&A4$ ’L#)+A4$ 22#&’A’$ 2&#&2A)$ ’L#&2A’$ ’2#&)A’$ 22#&+A*$ ’,AL v2A& #&&A2$

家庭 )4)#’*A2$ &),#2’A’$ )2L#’2A)$ )2%#%’A%$ )L’A* v’2A4#’4A2$ )*+#24A&$ 4+#2%A%$ ,+#%%A&$ 4)#%’A’$ 4)#%*A+$ L,#2+AL$ 44A& v)*AL #2,AL$

餐饮服务单位 4+#)2A2$ +)#)&A)$ +2#)2A4$ %)#)4A4$ +%A% v)2A4#)2A%$ &L#)&A’$ &4#)2A4$ )&#+A,$ &&#)2A%$ ’*#)4A4$ &,#)LA&$ &2AL v+A4 #)’A,$

其他 ,&#)%A2$ 42#)+A+$ %4#)’A%$ &%#,A&$ +2A4 v’*A&#)2A2$ %*#&&AL$ ’)#)+A2$ &2#)’A4$ )&#LA,$ )%#,A2$ )L#)*A)$ &2A4 v)2A) #)2A*$

合计 %,+#)**A*$ %*+#)**A*$ 2’)#)**A*$ &L)#)**A*$ ! &&*#)**A*$ )4,#)**A*$ )L2#)**A*$ )%&#)**A*$ )+*#)**A*$ )+,#)**A*$ !

注%!表示该项不合计

’(讨论
’A)(-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全国食物中毒情况明显
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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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属于食源性疾病范畴 ’2( )
&**, 年和 &*)% 年版的 -食品安全法. "较 ),,% 年
实施的-食品卫生法.最大的亮点就是建立了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 ’’( "强化了预防食源性
疾病和社会共治理念"强化了地方人民政府对本
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强化了
食品安全工作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强化了食
品生产经营者第一责任制度"强化了 /四个最严0

的工作要求) 通过本研究对-食品安全法.实施前
后全国食物中毒数据的比较"发现 -食品安全法.

实施后"食物中毒报告起数*食物中毒人数及食物
中毒引起的死亡人数均明显减少"且维持在一个
较低水平) 此趋势与 /全国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
好0 ’)%(的态势保持了高度一致) 从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维
持在 ,4c左右的数据 ’)+(看"更进一步佐证了 -食
品安全法.的实施"对提高食品安全水平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 因为-食品安全法.调整的范围不仅
从农田到餐桌*从个人到社会"而且从具体措施到
监管理念等食品安全的全方位进行了规范) 食物
中毒事件的减少正是-食品安全法.对各方面调整
结果的具体体现) 当然"&**+!&*)% 年这十年时
间正是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不论是食品生
产经营者还是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素质均得到
了极大提升"在减少食物中毒事件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同时"&**, 年不仅是 -食品安全法.实施的
一年"而且也是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在全
国各地落实的一年"即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职能划转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一年) 餐饮服务正
是食物中毒发生的环节"而国家食物中毒事件的
网络报告系统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因此-食品安
全法.实施后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明显减少的
情况"不排除监管部门与食物中毒事件网络报告
系统分属两个部门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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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毒动植物已成为引起我国食物中毒的最主
要原因

-食品安全法.实施前的数据表明"引起我国食
物中毒发生的主要原因依次是微生物性*有毒动植
物性*化学性和不明原因"分别占 ’LA,c*&,ALc*
),A,c*)&A+c"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占比远超其他原
因&-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发生食物中毒的主要原
因变化为有毒动植物性*微生物性*化学性和不明
原因"分别占 ’+A4c*’+A+c*)’A4c*)&A4c) 有
毒动植物性食物中毒占比从-食品安全法.实施前
的 &,ALc上升至 ’+A4c"超出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占
比 *A&c"与微生物性一起成为我国食物中毒发生
的最主要原因 ’)L( )

在-食品安全法.实施后 2 种原因引发的食物
中毒整体明显减少的前提下"有毒动植物性食物中
毒占比的上升主要是因为微生物性*化学性食物中
毒较有毒动植物性食物中毒明显减少所致"说明
-食品安全法.实行的/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
制0的制度及严厉打击/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
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0等行为"在实际
生产经营和监管活动中得到了贯彻落实"保证了良
好的生产经营卫生条件及避免了非食用物质的滥
用"从而降低了微生物性和化学性食物中毒"而有
毒动植物性食物中毒未能同比例减少"导致其占比
的上升"提示食品生产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在重视
微生物性和化学性食物中毒的同时"不能忽略有毒
动植物性食物的危害)
’A’(家庭已成为我国发生食物中毒的最主要场所

在-食品安全法.实施前"发生食物中毒的 2 种
主要场所依次是家庭*集体食堂*餐饮服务单位和
其他 场 所"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4A2c* ’&A4c*
)2A%c*)2A2c"而-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在总体食
物中毒发生数明显减少的前提下"家庭所占比重上
升为 2,ALc"集体食堂则下降为 &&A2c"其他 & 种
场所所占比重没有明显变化"说明-食品安全法.明
确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为第一责任人和实施/四个
最严0的措施"特别是监管部门对集体食堂持续的
最严厉监管已有明显的成效"降低了集体食堂发生
食物中毒的风险) 家庭报告数虽有减少"但没有其
他 ’ 种场所减少的明显) 出现此种现象"一是与目
前网络上诸多食品安全问题传言及个体消费者食
品安全基础知识缺乏有关"消费者误认为外面的食
品不如自己做的安全&二是家庭的卫生条件和消毒
措施往往不到位"特别是食用自制的酒*醋等产品
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家庭发生食物中毒数的相对
上升"正是目前广大消费者自认为自制产品安全度

高的认识误区的体现)
’A2(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已是预防食物中毒发生的
当务之急

通过本研究比较的结果看"食品安全知识的宣
传教育还存在薄弱环节"建议社会各方在加大食品
安全宣传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日常的宣传教育"
特别是对有毒动植物的鉴别*及时救治方法以及树
立正确的食品安全消费观念的教育) 从娃娃抓起"
掌握有毒动植物的鉴别常识和食物中毒基本特征
与救治常识"并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提高全
民食品安全素质"达到减少食物中毒的发生及降低
食物中毒危害的目的)

由于本研究数据偏少"同时未充分考虑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等因素对食
物中毒事件发生的影响"所提出的观点会有失偏
颇"但是通过本研究比较结果所观察到的变化现
象"应引起政府*监管部门和消费者等各方面的关
注"做到有的放矢地预防食物中毒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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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温州市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状况及分子流行病学特征研究

谢爱蓉!上官智慧!胡玉琴!洪程基!李毅
!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温州(’&%***#

摘(要!目的(了解温州市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污染状况!分析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毒力基因

分布及脉冲场凝胶电泳#7TZN%分子分型特征" 方法(依据 ZF2L4,A)*.&*)*(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

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进行菌株分离鉴定!采用纸片法进行药敏试验!-H>H#dWbE! 法和聚合酶链式反应
#758%法分别进行肠毒素及其基因的检测!7TZN法进行分子分型" 结果(2 类食品 ’44 份样品中有 )+ 份样品检

出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为 2A)&c!其中生畜肉和生禽肉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A4,c#%0’+%和 ))A))c#20’+%"

所有菌株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对青霉素耐药率最高#)**A**c!)+0)+%!其次为红霉素#%+A&%c!,0)+%!多重耐药

率为 )4AL%c#’0)+%!未检出对甲氧西林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及其基因检测阳性率均

为 %+A&%c#,0)+%!其中 8#4$8#+ 基因检出率较高!均为 ’LA%*c # +0)+ %" 7TZN图谱分为 )& 种 7TZN带型"

结论(金黄色葡萄球菌在温州市食品中存在一定的污染率!且具有分子多态性$产肠毒素率及毒素基因携带率较

高的特征!提示存在潜在的食品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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