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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导致 &L4 起原因不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致病物质$污染原因$污染食品不明的原因!提出

建议!为提高查明率提供参考" 方法(收集 &*)*.&*)+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报告系统中报告的原因不

明事件!采用 N[B:/&*)’ 软件进行数据导出$整理与分析" 结果(&*)*.&*)+ 年山西省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

件 2’+ 起!其中原因不明 &L4 起!占 +’AL+c&发病人数均小于 )** 人!均属于一般食品安全事故&第三季度报告数

最多!占 2*A+%c#))’0&L4%&消化系统症状体征居多!有腹痛的占 L2AL+c#) ’*’0) L2’%&发生场所排在第一位的

为餐饮服务单位!占 2,A+2c#)’40&L4%&仅有 ’*A%)c#4’0&L&%的事件采集到样品!餐饮服务单位发生的事件中!

食品$环境$患者$从业人员样品均采集到的事件仅占 &A,*c #20)’4%&)’L 起多次共同进餐的事件!仅 )4A&%c

#&%0)’L%调查了患者多餐次进餐情况!)+AL,c#&’0)’L%调查了共同进餐未发病人员情况!) 起事件进行了分析性

研究&)’4 起发生在餐饮服务单位的事件中!仅 %2A’%c#L%0)’4%开展了食品卫生学调查!且内容不全面" 结论(

导致致病因子不明$可疑食品不明$污染原因和污染环节不明的因素包括事故调查机制不顺!诊断标准过时!不具

备检验资质或检验设备和能力不足!样品采集数量$范围$质量不够!流行病学调查能力不足以及行政干预和社会

因素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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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 Ĥ=.>-:><O/;O-]/:;$ H> BO<:=H>P;:=̂HB::;<O?/H;3-:><J_3:=:9:=:)’L :̂:><;.BBR==H>POK<:=]:.]/::O<H>P<.P:<3:=

-O>C<H-:;" O-.>P93HB3 .>/C)4A&%c #&%0)’L$ H> :̂;<HPO<:S <3:-R/<H]/:-:O/;" )+AL,c #&’0)’L$ H> :̂;<HPO<:S

R>OKK:B<:S ]:=;.> OK<:=;3O=H>P<3:;O-:;R;]HBH.R;-:O/;" O>S .>/C.>::̂:><BO==H:S .> <3:O>O/C<HBO/=:;:O=B3J_3:=:

9:=:)’4 :̂:><;.BBR==H>PH> BO<:=H>P;:=̂HB::;<O?/H;3-:><" O-.>P93HB3 .>/C%2A’%c # L%0)’4 $ BO==H: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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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
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包括食物中毒 ’)( ) 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食源性疾病暴发0定义为一
次因进食同一食物而导致 & 人以上发生相同疾病的
事故) ),,’!),,L 年美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结
果 ’&(显示"病因不明性事件占总报告数的 +4A)c)
国内多项研究 ’’#+(显示"&**)!&*)* 年间"我国原因
不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占总报告数的 ))A)&c m
’,A2)c) &*)% 年山西省原因不明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占总报告数的 L*A’c ’L( ) 为了解山西省原因
不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原
因"制定措施"提高流行病学调查质量和原因查明
率"本研究对 &*)*!&*)+ 年山西省原因不明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进行分析)

)(资料与方法
)A)(资料
)A)A)(资料来源

&*)*!&*)+ 年山西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报告的原因不
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A)A&(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指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参与调查的发病 & 人及以上或死亡 ) 人及以上的
事件) 根据 ZF)2,’4!,2-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
术处理总则.和-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
指南.规定"无法查明致病物质或在学术上致病物
质尚不明的事件"经 ’ 名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
审定"可确定为原因不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A&(方法

采用 N[B:/&*)’ 软件进行数据导出*整理与

分析)

&(结果
&A)(一般情况

&*)*!&*)+ 年山西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报告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 2’+ 起"其中原因不明事件 &L4 起"占
+’AL+c) &L4 起事件中"第三季度报告起数最多"
占 2*A+%c #))’0&L4$"第二季度次之"占 &,A4+c
#4’0&L4$) 以消化系统症状体征为主"有腹痛的最
多"占 L2AL+c#) ’*’0) L2’$) 发生在餐饮服务单
位的比例最高"占 2,A+2c#)’40&L4$"其次为家庭"
占 2%A’&c#)&+0&L4$"有 + 起发生在流通环节)
&A&(影响致病因子*污染食品*污染原因判断的因
素分析

按照-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 版$. ’4(要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流行病学
调查结论应包括致病因子*污染食品 #致病餐次和
污染食品 $*污染原因 #引发环节和引发因素 $)
&L4 起事件中" 除致病因子不明外" 有 +*AL,c
#)+,0&L4 $ 的 事 件 引 发 因 素 不 明" 有 %)A*4c
#)2&0&L4 $ 的 事 件 引 发 环 节 不 明" 有 )+A,)c
#2L0&L4$的事件污染食品不明)
&A&A)(影响致病因子判断的因素分析

实验室检验结果是判断致病因子的主要依据"
与是否采集到样品*样品采集种类是否齐全*样品
运送及时性和实验室检测能力有关) 按照-食品安
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版$. ’4(要求"
事故流行病学调查中"可采集的样品分为食品*环
境*患者和从业人员生物性标本四类) &L& 起有流
行病学调查报告的事件中"有 4’ 起事件采集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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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占总报告数的 ’*A%)c"各类样品采集情况见表
)) 发生在餐饮服务单位的 )’4 起事件中"2 种样品
均采集的事件仅占 &A,*c)

表 )(&L& 起原因不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样品采集情况

_O?/:)(!O-]/:B.//:B<H.> .K&L& R>:[]/OH>:S K..S?.=>:

SH;:O;:.R<?=:O‘;

分类
采集到的
事件起数

采集率0c

食品样品 +& &&AL,

患者生物性标本 %+ &*A%,

从业人员生物性标本 L %A*L

环境样品 )% %A%)

患者生物性标本 w食品样品 ’’ )&A)’

食品样品 w患者生物性标本 w环境样品 4 &A,2

2 种样品均采集 2 &A,*

注%因只有发生在餐饮单位的事件才涉及到从业人员标本采集"故
从业人员生物性标本采集率 h餐饮单位事件中采集从业人员生物
性标本的事件数0餐饮单位事件数"2 种样品均采集率 h餐饮单位事
件中采集 2 种样品的事件数0餐饮单位事件数

((&L4 起 事 件 中" 发 病 人 数 小 于 )* 人 的 占
4&AL’c # &’*0&L4 $" )* m ’* 人 的 占 )%A4’c
#220&L4$"’* m)** 人的占 )A22c # 20&L4 $"按照
-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规定"均属于一般
食品安全事故"县级响应即可) 由于 &L4 起事件均
为县级响应"且 4*c左右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不具备常见食源性致病因子检测能力"导致县级采
样后"往往不能在第一时间将样品送至实验室"需
按程序送至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而地市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检测能力也不尽人意"需进一步上
送样品"检验能力不足"一定程度影响了样品送检
及时性"进而影响了实验室检测阳性率)
&A&A&(影响致病餐次*污染食品判断的因素分析

多次共同进餐或进食多种食物的事件需调查
进餐情况*共同进餐未发病人员情况"对调查数据
进行分析性研究后"方可判断致病餐次和污染食
品) &L4 起事件中"有 )’L 起属多次共同进餐"其
中")4A&%c#&%0)’L$事件调查了患者既往 L& 3 多
次进餐情况")+AL,c #&’0)’L$事件调查了共同进
餐未发病人员情况"仅有 ) 起事件进行了分析性
研究)
&A&A’(影响污染原因判断的因素分析

食品卫生学调查是判断污染原因#引发因素和
引发环节$的重要依据) 本研究对 )’4 起发生在餐
饮服 务 单 位 的 事 件 分 析 发 现" 仅 有 %2A’%c
#L%0)’4$的事件开展了食品卫生学调查"有 %A4*c
#40)’4$的事件因跨辖区*食药局调查*定型包装食
品等原因未开展调查) L% 起开展食品卫生学调查
的事件中" ’’A’’c # &%0L% $ 调查了原料和配方"

+%A’’c#2,0L%$调查了食品加工人员持证和健康
状况"24A**c #’+0L%$调查了布局和工用具情况"
&2A**c#)40L% $调查了可疑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2A+Lc#&+0L%$调查了食品成品保存条件)

’(讨论
’A)(事件调查机制不顺影响调查结论的出具

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机制不顺是导致
部分事件污染原因不明的因素) &**, 年以来"我
国食品安全事故#含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调查机
制历经卫生行政部门牵头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食药局$牵头两种模式"现行的国家-食
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
调查工作规范. *-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
术指南.均是在卫生行政部门牵头调查时期制定"

事故调查的启动方*牵头组织方*事故调查报告的
出具方均与当前情况不符) 在两种模式交替期
间"各地存在多种调查机制"有部分事件的食品卫
生学调查由食药局完成"受沟通*协调等因素的影
响"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得不到相关数据"无法对调
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进而确定污染原因) 建议
尽快修订国家预案和有关部门规章*技术性文件"
规范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流行病学调查机制"明
确启动调查*终止调查标准*调查内容*调查结论
出具的要求"认真落实 -食品安全法.关于有关部
门和单位配合流行病学调查"不瞒报*谎报*漏报
的要求)
’A&(诊断标准过时影响调查结论的出具

&L4 起原因不明事件流行病学特征显示"夏秋
季高发"以消化系统症状为主"提示微生物是导致
原因不明事件的主要因素) &*)L 年"国家废止了
ZF)2,’4!,2 -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
则."现行的 \!0_)’!),,+-沙门氏菌食物中毒诊
断标准及处理总则.等 )4 个推荐性标准均为 ),,+

年制定"其诊断标准与当前实际贴合度不够"亟待
更新) 建议加强标准建设"为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诊断提供科学依据)
’A’(检验能力不足影响调查结论的出具

&*)* 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对省*市两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了检验设备装备"但未对承担
多数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因子检测工作的县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能力建设) 截止 &*)% 年"

山西省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仅有 &*c得到财
政下达的设备经费"且经费均较少) 建议加大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尤其是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检验设备装备和检测能力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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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样品采集数量*范围*质量影响调查结论的
出具

现行的微生物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判定标准
中"多要求有实验室检测结果"且应在多个患者生
物性标本或患者生物性标本与食品样品中检出血
清型别相同的微生物) &L& 起有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的事件中"仅有 ’*A%)c采集到了样品"仅 )&A)’c
同时采集到了患者生物性标本和食品样品"仅
&A,2c同时采集到患者生物性标本*食品样品和环
境样品) 发生在餐饮服务单位的 )’4 起事件"能同
时采到食品和环境样品*患者和从业人员生物性标
本的仅有 &A,*c) 样品种类不全*数量不足"导致
无法在多类样品或多个样品中获得相同的实验室
检测结果"无法满足现行标准的诊断要求) 分析其
原因"有些事件是因为医疗机构未及时报告导致启
动调查较晚"采集不到有价值的样品"有些涉及餐
饮服务单位的事件涉事单位为逃避责任"不按规定
留存样品*保护现场"与范静等 ’)*(研究结果一致)
还有些事件"食药局采集并检测了食品样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采集并检测了患者生物性标本"由于
食药局未将检测结果通报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导
致无法综合分析多类样品检测结果"出具调查结论)
’A%(流行病学调查能力不足影响调查结论的出具

对影响致病餐次*污染食品*污染原因判定因
素的分析显示"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系统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流行病学调查普遍存在调查餐次不全*
调查对象不全*食品卫生学调查内容不全*分析性
研究开展不够等问题) 针对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
卫生学调查大多围绕企业和从业人员持证情况*食
品加工场所布局情况等简单*易调查的内容开展"
而对原料的来源*可疑食品的加工过程*成品和剩
余食品保存条件等调查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污
染原因的判断) 还有部分事件"误把人群流行病学
调查中的可疑进餐史调查作为食品卫生学调查的
唯一内容"导致污染原因无法获得) 建议进一步加
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
调查员能力建设工作)
’A+(行政干预和社会因素影响调查结论的出具

&L4 起事件中有 2,A+2c #)’40&L4 $发生在餐
饮服务单位"其中"单位食堂 ), 起"学校食堂 )’ 起)

餐饮服务单位发生的事件涉及人数多"尤其是学校
食堂"涉及学生这一特殊人群"如处理不当"易引起
不满情绪"带来负面影响) 近年来"各市*县均在积
极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国家卫生城市评
审与管理办法.中"将近 ’ 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情
况作为考核项) 还有些事件责任单位"为了逃避责
任与处罚"减少事件对单位造成的负面影响"采用
对现场进行处理*销毁剩余食品或将患者分转到多
家医疗机构等措施"导致现场破坏"难以采集到有
代表性和有价值的样品 ’))( ) 建议认真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章中关于配合调查*杜
绝谎报瞒报等条款"修订 -国家卫生城市评审与管
理办法.和相应标准中关于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的
条款"将评价标准的/是否发生0修改为/报告是否
及时"处置是否得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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