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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全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网收集的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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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食品生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和食品的快速
流通"由食品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成为全球关注的首
要食品安全问题* %$"$ 年我国-食品安全法.出台
不久"国家建立了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食物中毒报
告子系统"之后食源性疾病正式纳入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计划"系统于 %$"( 年完善升级"改为全国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简称食源暴发网$"该系
统与 %$$( 年建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
统#简称突发网$均覆盖全国 ." 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突发网是对符合上报标准的食物中毒事件进
行应急进程报告"及时控制群体性事件 (") * 食源性
疾病暴发监测是食源性疾病监测的重要内容之一"
食源暴发网是通过对散在的个案病例和跨地区+集
中发生"分散发现,的暴发事件的监测’调查和归因
分析 (") "掌握高危食品和危险因素"为政府制定和
调整食源性疾病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 % 个
网络系统目的不同"要求上报数据的标准也不同*
本研究对 %$"( 年全国食源暴发网的监测数据进行
归因分析*

"#资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

由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以下简称新疆兵团$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承担参与调查核实的所有发病人数在 % 人及以上
或死亡 " 人及以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数据来
源为各监测地区通过食源暴发网上报的 %$"( 年食
源性疾病暴发监测数据*
"-%#统计学分析

按照暴发事件的地区’时间’场所’原因食品’
致病因素和污染环节进行描述性分析* 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口数使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结果
%-"#基本情况

%$"( 年监测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 (*$ 起"累
计发病 ", +!" 人"死亡 """ 人* 与 %$". 年监测结
果 (%).)比较"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增
加 (,-/‘’%%-!‘和 %.-.‘* 其中"云南省监测事
件起数最多"为 .(. 起 # %.-%‘$"其次为广东省

""$ 起#,-(‘$* 云南省死亡人数最多"为 !$ 人
#(!-$‘$* 此外"监测事件起数在 !$ m"$$ 起的地
区为山东’浙江’湖南’广西’贵州’江苏’福建和山
西 * 省"事件起数在 "$ 起及以下的地区为内蒙古’
河南’陕西’青海’辽宁’上海’新疆和新疆兵团"见
表 "*

表 "#%$"( 年各省上报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

U:QFG"#DPNQGH?43:LGL" ;FFAGLLGL:AJ JG:E5L?4

4??JQ?HAGJ;LG:LG?PEQHG:ML;A E5G:HG:L;A %$"(

监测地区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发病率
0"$ 万

病死率
0‘

北京 .. .!$ $ "-* $-$

天津 %( %,! $ %-" $-$

河北 .( .,( $ $-! $-$

山西 !( .++ " "-$ $-.

内蒙古 "$ ."/ $ "-. $-$

辽宁 ( "%, $ $-. $-$

吉林 %$ %(" $ $-/ $-$

黑龙江 (" (/" . "-. $-+

上海 . /+ $ $-( $-$

江苏 +/ *(% " "-" $-"

浙江 ** *.. " "-! $-"

安徽 (. !,+ % "-$ $-.

福建 !! *!! . %-. $-(

江西 (" %// " $-, $-.

山东 /, " %.+ ( "-. $-.

河南 "$ %(. $ $-. $-$

湖北 "/ .(. . $-+ $-/

湖南 *" " "/$ / "-* $-*

广东 ""$ " %." ( "-% $-.

广西 +" " %*$ % %-* $-%

海南 .( (%, " (-/ $-%

重庆 .% .%% " "-" $-.

四川 (( ,$/ , $-/ "-$

贵州 +" +(" "" "-* "-,

云南 .(. % /$$ !$ +-. "-,

陕西 , ""+ $ $-. $-$

甘肃 .( !+* $ %-% $-$

青海 + "." % %-. "-!

宁夏 "+ "", . "-/ %-+

新疆 . "%! $ $-+ $-$

新疆兵团 . %* % ! ,-"

合计 " (*$ ", +!" """ "-. $-+

注%!表示无法统计"因新疆兵团无人口数据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时间分布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 m/ 月监测的

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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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0", +!"$和 ,.-/‘
#*%0"""$"其中 , 月发生事件起数最多 # ",-*‘"
%+(0" (*$$* %$"( 年与 %$". 年的每月监测情况比

较"暴发高峰均在 ! m"$ 月"其事件起数分别占
,!-"‘# " """0" (*$ $ 和 ,"-,‘ # ,"*0" $$" $"见
图 "*

图 "#%$". 和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起数
I;BPHG"#6PHSG;FF:A3G4??JQ?HAGJ;LG:LG?PEQHG:MLGSGHKN?AE5 ;A %$". :AJ %$"(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致病因素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化学性因素的

事件起数每月变化不大&微生物性因素的事件起数
在 ! m/ 月较多"占全年同类事件起数的 +*-+‘

#.$$0(.,$&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的事件起数和死
亡人数 + m/ 月明显增加"占全年同类的 +!-*‘
#.//0+$+$和 *$-*‘#+.0,*$* %$"( 年不同致病因
素的暴发事件每月监测数量见图 %*

图 %#%$"( 年不同致病因素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起数
I;BPHG%#6PHSG;FF:A3GGE;?F?B;GL?44??JQ?HAGJ;LG:LG?PEQHG:MLGSGHKN?AE5 ;A %$"(

##由表 % 可见"%$"(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致
病因素明确的事件起数占 ,,-*‘#" "!"0" (*$$* 致
病因素明确的事件中"按事件起数统计"微生物性
因素引起的事件起数最多"占 .*-$‘#(.,0" "!"$"
毒蘑菇占 .$-*‘ #.!(0" "!"$"有毒动植物及其毒
素占 %"-/‘ # %!%0" "!" $"化学性因素占 /-(‘
#"$*0" "!"$&按发病人数统计"微生物性因素引起
的发病人数最多"占 !*-"‘#* "*"0"( $/.$"有毒动
植物及其毒素占 %"-/‘#. $*/0"( $/.$"毒蘑菇占
"%-,‘ # " ,*.0"( $/. $" 化 学 性 因 素 占 ,-(‘
#" $($0"( $/.$&按死亡人数统计"毒蘑菇最多"占
!+-!‘#+"0"$*$"化学性’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和
微生物性分别占 "+-,‘#"*0"$*$’"!-,‘#",0"$*$
和 ""-"‘#"%0"$*$*

微生物性因素的事件中"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
事件起数最多 #.$-,‘"".(0(., $"其次为沙门菌
#"+-,‘",.0(.,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
#""-/‘"!%0(.,$’蜡样芽胞杆菌 #+-%‘"%,0(.,$
和致泻大肠埃希菌#(-+‘"%$0(.,$"椰毒假单胞菌
酵米面亚种及其毒素和肉毒毒素是微生物性因素
的主要死亡原因"分别占微生物性死亡人数的
!$-$‘#+0"%$和 "+-,‘#%0"%$&有毒动植物及其毒
素引起的事件中"以乌头’曼陀罗等有毒植物
#((-$‘""""0%!%$和菜豆#("-,‘""$!0%!%$为主"
其中"有毒植物导致的死亡人数占 +(-,‘#""0",$&
化学性因素引起的事件中"以亚硝酸盐 #,.-"‘"
,/0"$*$为主"其次是农药#%"-.‘"%.0"$*$"其中"
农药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化学性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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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不同致病因素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
U:QFG%#DPNQGH?43:LGL" ;FFAGLLGL:AJ JG:E5L?44??JQ?HAGJ;LG:LG?PEQHG:ML3:PLGJ QKJ;44GHGAE@:E5?BGA;34:3E?HL;A %$"(

致病因素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化学性

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

毒蘑菇
不明#或$尚未查明
合计

副溶血性弧菌 ".(#/-"$ " *"%#"$-.$ $#$-$$

沙门菌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 !%#.-!$ *%!#(-,$ $#$-$$

蜡样芽胞杆菌 %,#"-*$ +",#.-!$ "#$-/$

致泻大肠埃希菌 %$#"-($ (!,#%-+$ $#$-$$

变形杆菌 "+#"-"$ %%.#"-.$ "#$-/$

肉毒毒素 .#$-%$ *#$-$$ %#"-*$

椰毒毒素 "#$-"$ %$#$-"$ +#!-($

真菌毒素 "#$-"$ !#$-$$ $#$-$$

诺如病毒 /#$-+$ *$#$-!$ $#$-$$

其他致病菌 ,#$-!$ "*/#"-"$ $#$-$$

混合致病菌 *#$-!$ /(#$-!$ $#$-$$

未确定的细菌类 *+#!-*$ " ,%/#/-*$ "#$-/$

亚硝酸盐 ,/#!-.$ *"(#(-+$ (#.-+$

农药 %.#"-+$ ",.#"-$$ ""#/-/$

其他 +#$-($ !.#$-.$ .#%-,$

菜豆 "$!#,-"$ " !!.#*-*$ $#$-$$

其他有毒植物 """#,-!$ " "..#+-($ ""#/-/$

有毒动物及毒素 .+#%-($ ($.#%-.$ +#!-($
.!(#%.-/$ " ,*.#"$-"$ +"#!!-$$
.%/#%%-%$ . !!*#%$-%$ .#%-,$

" (*$#"$$-$$ ", +!"#"$$-$$ """#"$$-$$

注%其他致病菌包括气单胞菌’志贺菌和类志贺邻单胞菌&其他有毒植物包括川乌’草乌’附子’曼陀罗’马桑果’桐油果’蓖麻籽’野生天麻’发芽
马铃薯’野菜等有毒野生植物&有毒动物及毒素包括河鲀毒素#通称河豚毒素$ ’麻痹性贝类’有毒海鱼及毒素’野蜂蛹&肉毒毒素和真菌毒素的
发病人数占比分别为 $-$!‘和 $-$.‘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原因食品
由表 . 可见"%$"(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

查明原因食品的事件占 *!-!‘#" %+!0" (*$$"其中
主要原因食品为毒蘑菇#%*-$‘".!(0" %+!$"其次
是肉 类 # "(-,‘" "*+0" %+! $’ 蔬 菜 类 # ".-!‘"
","0" %+!$’水产品#*-$‘""$"0" %+!$和米面食品
#+-(‘"*"0" %+!$&导致死亡的原因食品除了毒蘑
菇 # !!-!‘" +"0""$ $ 外" 以 米 面 食 品 # ""-*‘"
".0""$$为主"其次是野生蜂蜜 #,-.‘"*0""$$’蔬
菜类食品#!-!‘"+0""$$*

微生物性因素引起的事件中"查明原因食品的
事件 占 *$-*‘ # .!.0(., $" 其 中 主 要 以 肉 类
#.%-+‘"""!0.!.$’水产品#",-*‘"+.0.!.$’米面
食品#*-*‘"."0.!.$’蔬菜类#+-%‘"%%0.!.$和多
种或混合食品 #%+-"‘"/%0.!.$为主"米面食品和
肉类食品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占 !*-.‘#,0"%$和
%!-$‘#.0"%$*

化学性因素引起的事件中"查明原因食品的事
件占 /(-(‘ # "$%0"$* $" 其中主要以米面食品
#"*-+‘""/0"$%$’调味品 #",-+‘""*0"$%$’蔬菜
类#"+-,‘"",0"$%$’肉类#"+-,‘"",0"$%$和多种
或混合食品 #"*-+‘""/0"$%$为主"蔬菜类和米面
食品造成死亡人数分别占 ..-.‘#+0"*$和 %,-*‘
#!0"*$*

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引起的事件中"原因食

###表 .#不同原因食品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
U:QFG.#DPNQGH?43:LGL" ;FFAGLLGL:AJ JG:E5L?44??JQ?HAG

J;LG:LG?PEQHG:ML3:PLGJ QKJ;44GHGAE4??J ;A %$"(
原因食品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毒蘑菇 .!(#%.-/$ " ,*.#"$-"$ +"#!!-$$

肉类 "*+#"%-+$ % /.$#"+-+$ !#(-!$

蔬菜类 ","#""-+$ % ,"/#"!-($ +#!-($

水产品 "$"#+-*$ " (//#*-!$ !#(-!$

米面食品 *"#!-!$ " %"%#+-/$ ".#""-,$

豆制品 .$#%-$$ .%/#"-/$ $#$-$$

药膳食品 %,#"-*$ ",,#"-$$ %#"-*$

调味品 %$#"-($ %$/#"-%$ "#$-/$

蛋类 "!#"-$$ "+(#$-/$ $#$-$$

蛹类 +#$-($ !$#$-.$ $#$-$$

野生蜂蜜 ,#$-!$ %(#$-"$ *#,-%$

生活用水 ,#$-!$ ""%#$-+$ $#$-$$

水果及其制品 (#$-.$ ""#$-"$ $#$-$$

含乳饮料 .#$-%$ ""#$-"$ $#$-$$

乳类 "#$-"$ "%#$-"$ $#$-$$

包装饮用水 "#$-"$ %!#$-"$ $#$-$$

多种或混合食品 ",*#"%-$$ % /*.#"+-/$ (#.-+$

有毒植物类 +.#(-.$ ,/,#(-!$ "#$-/$

其他食品 "$#$-,$ //#$-+$ (#.-+$

不明食品 %"!#"(-!$ % !$!#"(-%$ "#$-/$

合计 " (*$#"$$-$$ ", +!"#"$$-$$ """#"$$-$$

注%药膳食品包括含草乌’天麻和野人参的肉类食品及附片’断肠
草’曼陀罗等有毒植物制备的药酒&多种食品指事件中的原因食品
为 % 个及以上菜品或主食&混合食品指事件中的原因食品是一个含
多种食物成分的菜品或主食&有毒植物类包括桐油及果子’蓖麻子’
苦瓠瓜’野菜#花$ ’马桑果’曼陀罗和铁树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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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主要以菜豆#("-,‘""$!0%!%$为主"其次是食入
有毒植物的果实#桐油果’马桑果’蓖麻子"".-"‘"
..0%!%$’有毒植物 #苦瓠瓜’曼陀罗和各种野菜"
""-"‘"%*0%!%$’药膳食品 #"$-,‘"%,0%!% $和水
产品#"$-.‘"%+0%!%$* 其中"药膳食品中乌头#草
乌’川乌或附子$泡酒及炖肉占 ++-,‘#"*0%,$&水
产品包括含组胺的海鱼 #(%-.‘"""0%+ $’河鲀鱼
#.(-+‘"/0%+ $ 及含贝类毒素的贝类 # %.-"‘"
+0%+$* 另外"野生蜂蜜和河鲀毒素是造成死亡的
主要原因"死亡人数分别占 (,-"‘#*0",$和 %.-!‘
#(0",$*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场所

由表 ( 可见"%$"(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
主要以餐饮服务场所和家庭为主* 发生在餐饮服
务场 所 的 事 件 起 数 和 发 病 人 数 最 多"分 别 占

.,-"‘#!(/ 0" (*$$和 !"-$‘#/ $$* 0", +!"$ "集
体食堂 #单位食堂和学校食堂 $ 的事件起数占
"*-.‘#%," 0" (*$$ "宾馆饭店的事件起数和发病
人 数 分 别 占 餐 饮 服 务 场 所 总 数 的 (,-$‘
#%!* 0!(/$和 ((-.‘ #. /*/ 0/ $$* $ "主要由微生
物性因素导致"其中"副溶血性弧菌和沙门菌引起
的事件起数分别占宾馆饭店事件总数的 %%-!‘
#!* 0%!* $ 和 *-"‘ # %" 0%!* $ "发病人数分别占
"*-!‘#,.* 0. /*/ $和 ".-,‘ # !(+ 0. /*/ $ "均无
死亡* 家庭是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引起死亡的
高发场所"主要原因是误食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
事件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家庭相应总数的
+,-+‘#($$ 0!/% $和 ,.-$‘ #+! 0*/ $ "其中"家庭
误食毒蘑菇导致的死亡人数占 !$-+‘ # (! 0*/ $ "
占毒蘑菇死亡总数的 ,.-*‘#(! 0+"$ *

表 (#%$"( 年不同场所发生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
U:QFG(#DPNQGH?43:LGL" ;FFAGLLGL:AJ JG:E5L?44??JQ?HAGJ;LG:LG?PEQHG:ML3:PLGJ QKJ;44GHGAE@F:3G;A %$"(

发生场所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餐饮服务场所

集体食堂

学校
家庭
其他
合计

宾馆饭店 %!*#",-($ . /*/#%%-+$ (#.-+$

农村宴席 ".$#*-*$ . $($#",-%$ +#!-($

街头摊点 !(#.-+$ +(!#.-,$ %#"-*$

快餐店#小吃店’饮品店’食品超市$ !.#.-+$ (!!#%-+$ $#$-$$

食品店 ."#%-"$ ((*#%-!$ .#%-,$

送餐 %.#"-+$ (."#%-($ $#$-$$

单位食堂 ",*#"%-$$ % !!*#"(-!$ %#"-*$

学校食堂 /.#+-.$ % +!,#"!-"$ %#"-*$
.!#%-($ *(%#(-*$ $#$-$$
!/%#($-$$ % .*.#".-!$ */#*$-%$
..#%-%$ %$.#"-%$ .#%-,$

" (*$#"$$-$$ ", +!"#"$$-$$ """#"$$-$$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引发因素
由表 ! 可见"%$"(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

已明确引发因素的事件占 ,!-!‘#" ""*0" (*$$"其
中"误食误用和食品加工不当 #主要为加工温度和
时 间 不 充 分 $ 为 主 要 因 素" 分 别 占 ."-"‘
#.(*0" ""*$和 %,-.‘ #.$!0" ""*$* 混合因素中
主要是生熟交叉污染’存储不当等*

误食误用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致病
因素主要是毒蘑菇和亚硝酸盐"二者分别占同类因
素的 !,-/‘ #%$!0.!($和 !.-%‘ #(%0,/$&对菜豆
的加工不当是此类中毒事件的主要原因 #*%-/‘"
*,0"$!$&另外因食品加工不当’生熟交叉污染导致
副溶血性弧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
素等致病微生物污染事件占 %/-,‘#".$0(.,$*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病人数分级

由表 + 可见"%$"(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
每起发病人数 v.$ 人的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
人数分别占总数的 /.-.‘ #" .*"0" (*$$’+,-,‘
#"" /!!0", +!"$和 "$$-$‘ #"""0""" $&每起发病

###表 !#%$"( 年不同因素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
U:QFG!#DPNQGH?43:LGL" ;FFAGLLGL:AJ JG:E5L?44??JQ?HAG

J;LG:LG?PEQHG:ML3:PLGJ QKJ;44GHGAE4:3E?HL;A %$"(
引发因素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误食误用 .(*#%.-!$ % .,(#".-($ *(#,!-,$

加工不当 .$!#%$-+$ . .+(#"/-"$ (#.-+$

原料污染#或$变质 *$#!-($ *,+#!-$$ "#$-/$

生熟交叉污染 +%#(-%$ " %+,#,-%$ "#$-/$

存储不当 +$#(-"$ +$!#.-($ "#$-/$

加工人员 #或$设备
污染

".#$-/$ %*/#"-+$ $#$-$$

井水或饮用水污染 ,#$-!$ "(!#$-*$ $#$-$$

投毒 +#$-($ !"#$-.$ .#%-,$

混合 %.,#"+-$$ ( %+%#%(-"$ +#!-($

因素不明 .+%#%(-!$ ( ("*#%!-$$ ""#/-/$

合计 " (*$#"$$-$$ ", +!"#"$$-$$ """#"$$-$$

人数#.$ 人的事件起数和发病人数分别占总数的
+-,‘#//0" (*$$和 .%-.‘ #! +/+0", +!"$"其中"
每起发病人数#"$$ 人的事件起数为 ! 起"平均每
起发病人数为 "(! 人"主要发生在单位食堂’农村宴
席和宾馆饭店"主要由食品制作过程被致病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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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病人数分布
U:QFG+#YPEQHG:M):LL?3;:EGJ ;FFAGLLGL?4

4??JQ?HAGJ;LG:LG?PEQHG:ML;A %$"(
每起发病人数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 !#$-.$ ,%.#(-"$ $#$-$$

!$ m// ((#.-$$ . $%(#",-"$ $#$-$$

.$ m(/ !$#.-($ " /(/#""-$$ $#$-$$

"$ m%/ (.$#%/-"$ , *.%#((-($ ",#"!-.$

v"$ /!"#+(-.$ ( "%.#%.-($ /(#*(-,$

合计 " (*$#"$$-$$ ", +!"#"$$-$$ """#"$$-$$

物沙门菌污染和菜豆未炒熟导致*

.#讨论

.-"#国内外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因素的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 年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致病因素的特点与 %$". 年食源暴发网的数据
分析报告 (%) ’李薇薇等 (.)的分析结果’国家卫生计
生委办公厅关于 %$"( 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
通报 (()基本一致* 本研究分析的微生物性事件中
主要的 ! 种病原菌为副溶血性弧菌’沙门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蜡样芽胞杆菌和致泻大肠埃
希菌"而 %$"( 年突发网微生物性事件中主要病原菌
位列第一的为沙门菌 (() * 本研究中有毒动植物及
毒蘑 菇 中 毒 事 件 引 起 的 死 亡 人 数 占 ,$-.‘
#,*0"""$"与突发网 %$"( 年的此类数据 #,$-$‘"
,,0""$$一致 (() "均为食源性疾病的主要死亡原因&
化学性因素事件中"亚硝酸盐引起的事件起数
#,.-"‘",/0"$*$最多"较 %$". 年#+/-"‘$ (.)略有
增加&原因主要为亚硝酸盐的误食’违规使用和使
用不当"另外克百威’溴敌隆’百草枯’草甘膦’呋喃
丹等农药污染蔬菜以及灭草松’精喹禾灵污染水产
品也是主要因素*

%$"( 年美国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共 *+( 起"
发病 ". %(+ 人"死亡 %" 人"已知致病因素只有微生
物性#包括细菌及其毒素’病毒$’化学物及毒素性’
寄生虫三类"其中微生物性因素引起的发病人数最
多#*,-+‘$"主要由诺如病毒’沙门菌’弯曲菌’产
志贺毒素的大肠埃希菌 # 6UVC$’产气荚膜梭菌引
起"其次是志贺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单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弧菌"化学性食源性疾病主
要致病因素为雪卡毒素和组胺* %$"( 年欧盟 (+)由
食品引发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 起"发病
"% ,,$ 人"死亡 "! 人"已知致病因素的分类与美国
一致"微生物性事件占 *!-%‘"主要由沙门菌’弯曲
菌引起"其次为细菌毒素和病毒&化学污染物’雪卡
毒素’组胺’蘑菇’贝类等生物毒素被划分为其他食
源性疾病 (+) "无化学性食源性疾病分类* %$"( 年美
国和欧盟均无亚硝酸盐和农药引发事件 (!)+) * 未知

原因的事件在美国占 (+-"‘ (!) "欧盟占 ,-(‘ (+) "我
国为 %%-%‘#.%/0" (*$$*
.-%#国内外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原因食品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 年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的原因食品除了毒蘑菇"主要为肉类’蔬菜类’
水产品和米面食品* 用川乌’草乌’附子或断肠草’
曼陀罗等有毒植物制备的肉制品和药酒是我国独
特的一类食品"因具备一定药效"较受南方居民的
喜爱"其致病因素为乌头碱’钩吻碱和莨菪碱"主要
因制备时对添加量’加热温度和时间控制不当引发
中毒" 虽然 %$"( 年该类食品引发的事件起数
#%, 起$较 %$". 年#.+ 起$ (%)减少 %!-$‘"死亡人数
减少 *+-,‘"但仍需引起关注* 美国已经查明致病
因素的事件中"主要原因食品#以引发事件为主$是
鱼及 鱼 制 品 # /-%‘$’ 鸡 肉 # (-/‘$ 和 奶 制 品
#(-"‘$ (!) "欧盟为蛋和蛋制品 # "*-%‘$’海产品
#*-"‘$’蔬菜及其制品 # ,-"‘$’ 鱼及 鱼 制品
#+-*‘$ (+) *
.-.#国内外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场所特点

本研究发生场所与 %$". 年监测结果 (%).)以及
%$"( 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结果 (()基本
一致"主要以餐饮服务场所为主"主要原因是副溶
血性弧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蜡
样芽胞杆菌等微生物性污染以及菜豆烹饪不当和
水产品加工不当* 家庭是暴发事件中引起死亡的
高发场所"主要原因是误食毒蘑菇及有毒动植物"

其中"误食毒蘑菇是最主要的死亡因素"且上报的
地区由 ", 个增长至 %. 个* 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
件造成死亡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农药污染食品原料"
误食误用亚硝酸盐"以及乌头’断肠草制备药酒时
加工不当等* %$"( 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
报 (()显示"死亡的高发场所也为家庭 #事件起数占
!$-+‘"死亡人数占 *!-!‘$"其主要原因同本研究
一致* 本研究的结果中"出现了 ".$ 起农村宴席的
暴发事件"以微生物性污染为主"主要死亡原因是
食用野生蜂蜜"死亡人数占 !-(‘ #+0"""$"这种新
形式的食品制备场所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值得
关注* %$"( 年全国食物中毒的通报 (()中"农村宴席
归为家庭"其发病人数占家庭的 *.-.‘* 美国 (!)暴
发事件发生场所特点与我国相似"已知场所中也以
餐饮服务场所为主 #/%-"‘$"其中餐馆 (*! 起’餐
饮宴会 /% 起’研究机构食堂%+ 起’商业区位 %/ 起’
医院或护士站 "" 起&家庭暴发事件起数占比
#"$-*‘$低于我国 # ($-$‘"!/%0" (*$ $* 欧盟 (+)

则以家庭厨房#.,-.‘$为主"其次是餐厅’咖啡馆’
酒吧’酒店等餐饮服务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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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堂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分析
本研究中学校食堂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主

要原因是对食品存储不当’未充分烧熟煮透’生熟
交叉污染等"导致食品污染蜡样芽胞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和沙门菌等致病微生物* 被
污染的食品主要为蔬菜类#"*-.‘"",0/.$’肉类食
品#",-%‘""+0/.$’米面制品#"(-$‘"".0/.$和多
种或混合食品#""-*‘"""0/.$"蔬菜类食物中毒以
菜豆未充分烧熟为主要原因* 学校食堂一旦发生
暴发事件"涉及人数多"波及范围广"造成的社会舆
论和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巨大"食品监管部门应高度
关注其食品安全问题* 从食品的加工’储存和销售
等各个环节"建立良好卫生操作规范&强化食品从
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评估考核管理"提高
食品从业人员的守法意识’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
有效减少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网络数据的局限性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和技
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食品监管部门’医疗机构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间的配合* 由于部门间的协调
机制不完善"受监管职责调整和机构改革的影响"
部分地区在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调查中相关部
门分工和责任不明晰"信息沟通不畅&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在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学处置’实验室检验
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以及在病因查明和事件定性中
+一锤定音,的作用未充分发挥&食源性疾病暴发调
查结果的定性和数据上报"受到地方政府考核政策
和文明城市创优的影响&国家财政下拨的监测经
费"未明确体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暴发事件流
行病学调查的工作经费"严重影响工作积极性&因
此"尽管食源暴发网和突发网均为国家法定报告网
络"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报’瞒报或分拆数据上
报现象"且系统上的数据均是动态的"前者的数据
###

截止于当年 "% 月 ." 日 (,) * 两网的死亡事件和每起
发病人数#.$ 人的事件存在部分重叠"每起发病人
数在 "$ 人及以下且无死亡的事件大部分仅存在于
食源暴发网中* 近年来"食源暴发网每年监测的暴
发事件起数呈上升趋势 (."*)/) "说明各地对食源性疾
病监测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及时处置和报告率有
所增长"瞒报’漏报率逐渐降低*

#志谢#%$"( 年上报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数据的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领导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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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聚乙烯等 "(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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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聚乙烯等 "(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
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聚乙烯等 "(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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