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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的发生规律和流行特点，为制定集体性食物中毒防控

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整理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的相关信息，并对其流行特征

及趋势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1990—2022 年上海市共发生集体性食物中毒 767 起，中毒人数 25 367 人，中毒起

数、中毒人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06 年之后，集体性食物中毒发生率持续保持在 5 例/10 万的低位水平。上海市

集体性食物中毒主要集中在 6~9 月（63. 7%，16 164/25 367），发生场所主要为集体食堂（46. 4%，11 782/25 367），中

毒原因主要为交叉污染（43. 8%，11 114/25 367），中毒食品主要为菜肴（26. 4%，6 688/25 367），致病因子主要为细菌

（65. 0%，16 491/25 367）。结论　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防控态势稳中向好，今后应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和分析研

判，高度重视梅雨季和夏季发生的集体性食物中毒，重点防控因交叉污染而引起的细菌性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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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ood poisoning in Shanghai from 1990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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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occurrence pattern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in Shanghai from 1990 to 2022，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Methods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in Shanghai from 1990 to 2022 was collected， and its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were descriptively analyzed. Results　 From 1990 to 2022， there were 767 
incidents of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in Shanghai， with 25 367 people poisoned.  The number of poisoning incidents and 
the number of poisoned individuals generally showed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in general.  After 2006，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incidence rate kept at a low level （5 cases per 100 000 individuals）.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incidents in 
Shanghai were found mainly in June to September（63. 7%，16 164/25 367）， and occurred mainly in collective canteens 
（46. 4%，11 782/25 367）.  The main cause of poisoning was cross contamination （43. 8%，11 114/25 367）.  The main type 
of poisoned food was dishes （26. 4%，6 688/25 367）， and the main pathogen was bacteria（65. 0%，16 491/25 367）.
Conclusion　 The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prevention in Shanghai is stable and positive.  In the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foodborne diseases， pay high attention to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incidents that occur during the rainyseason and summer， and focus on preventing bacterial food poisoning caused by 
cross-cont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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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是指人摄入含有生物性、化学性有毒

有害物质的食品，或把有毒有害物质当作食品摄入

后所出现的非传染性的急性或亚急性疾病［1］，是食

源性疾病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食物中毒主要

表现为腹痛、腹泻、呕吐等［2-3］。在我国，食物中毒人

数 30 人及以上或死亡 1 人及以上，或是集体单位或

重要活动期间食物中毒人数 5 人及以上或死亡 1 人

及以上的事件须依法报告［4］。

食物中毒不但威胁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

全，造成经济损失，还会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因

此，我国对其高度重视，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和地方食品安全工作绩效考核时，对因食物中

毒而引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地方实行一票否决

制［5］。近年来，我国每年食物中毒事件仍时有发生［6］。

本研究通过全面分析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

食物中毒数据，掌握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的流行

特征及变化趋势，为制定集体性食物中毒防控措施，

提升食品安全精准监管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1990—2022 年上海市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归档的食物中毒档案。为了从严防控集体

性食物中毒的发生，原上海市卫生局、原上海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将全市范

围内发生的集体性食物中毒的上报标准定为：（1）
食物中毒 10 人及以上或死亡 1 人及以上；（2）集体

用餐单位或重要活动期间食物中毒 5 人及以上或

死亡 1 人及以上。本研究基于上述集体性食物中

毒的上报标准进行数据整理、汇总和分析。

1. 2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8.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从食物

中毒发生的基本情况、月份分布、场所分布、原因分

布、食品分布、致病因子分布和地区分布等 7 个方

面进行流行特征和趋势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食物中毒基本情况

1990—2022 年，上海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共收

到集体性食物中毒报告 767 起，中毒人数 25 367 人，

集体性食物中毒起数、中毒人数总体呈现下降趋

势，见图 1。其中，1990 年食物中毒人数最多，达到

2 306 人，中毒发生率为 17. 3 例/10 万人。随后食

物中毒人数呈现波动下降，2006 年以后，集体性食

物中毒发生率持续保持低于 5 例/10 万人的低位水

平，达到《上海市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方案》［7］中关

于本市 2022 年集体性食物中毒防控目标值的要

求。近五年，集体性食物中毒保持在更低位水平，

发生率持续低于 0. 3 例/10 万人。

2. 2　食物中毒月度分析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发生于

6~9 月的起数和人数分别是 482 起和 16 164 人，占

期间总起数和总例数的比例分别为 62. 8%（482/
767）和 63. 7%（16 164/25 367），表明上海市集体性

食物中毒主要集中在夏季，其中，集体性食物中毒

起数最高的月份为 7 月，共发生 127 起，占上海市

所有集体食物中毒起数的 16. 6%（127/767），集体性

食物中毒人数最高的月份为 9 月，共中毒 5 235 人，

占上海市所有集体食物中毒人数的 20. 6%（5 235/

图 1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发生起数和人数

Figure 1　Number of incidents and people of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from 1990 to 2022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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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67），见图 2。同以往相比，近十年（指 2013—
2022 年，下同）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高峰仍集中

于 6~9 月。

2. 3　食物中毒场所分析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发

生场所占比最高的是集体食堂，其次是公共餐饮。

集体食堂发生食物中毒 353 起 11 782 人，分别占食

物中毒总起数和总人数的 46. 0% 和 46. 4%；公共餐

饮发生食物中毒 248 起 7 054 人，分别占食物中

毒总起数和总人数的 32. 3% 和 27. 8%，见表 1。其

中，集体食堂发生食物中毒在 2009 年以后显著减

少，2009—2022 年仅发生 23 起 761 人，分别占所有

年份集体食堂发生食物中毒的 6. 5%（23/353）和

6. 5%（761/11 782）。近十年，公共餐饮引起的集体

性食物中毒起数占比（38. 2%，13/34）和人数占比

（32. 8%，324/989）有所上升，较集体食堂引起的集

体性食物中毒起数占比（32. 4%，11/34）和人数占比

（39. 2%，388/989）分别高 5. 8 个百分点和低 6. 4 个

百分点。

2. 4　食物中毒原因分析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发

生原因占比最高的是交叉污染，共发生食物中毒

300 起 11 114 人，分别占食物中毒总起数和总人数

的 39. 1% 和 43. 8%，其中，2002—2004 年三年期间

因交叉污染造成食物中毒的问题较为突出，中毒起

数占所有年份因交叉污染造成食物中毒起数的 33%
（99/300）。近十年来，交叉污染引起食物中毒更为

突出，占各种原因引起食物中毒总起数和人数的

50. 0%（17/34）和 57. 1%（565/989）。

原料污染或变质共导致食物中毒 99 起 3 017 人，

其中，1990—1999 年发生 85 起 2 656 人，分别占所

有年份因原料污染或变质导致食物中毒的 85. 9%
和 88. 0%，之后原料污染或变质导致食物中毒的比

例逐渐下降，2010—2022 年仅发生 1 起 28 人因原

料污染或变质的食物中毒事件。加工人员污染共

导致食物中毒 80 起 2 416 人，其中，2000—2009 年

发生中毒 59 起 1 899 人，分别占所有年份因加工人

员污染食物中毒起数和人数的 73. 8% 和 78. 6%，是

此类污染导致集体性食物中毒的主要时期。另外，

原料不符合标准导致的 39 起 1 056 人中毒主要发

生在 2000—2009 年，分别占所有年份因原料不符

合标准导致食物中毒的 92. 9% 和 84. 3%，主要原因

是原料中检出不符合要求的瘦肉精、亚硝酸盐及有

机磷农药。容器不洁造成的 18 起 563 人中毒全部

发生于 2000—2009 年，主要是因为容器中检出副溶

血性弧菌，但近十年未再发生因容器不洁引起集体

性食物中毒事件。见表 2。
2. 5　食物中毒食品分析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起数按来

表 1　1990—2022 年不同场所发生的集体性食物中毒人数

和起数

Table 1　Number of incidents and people with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from 1990 to 2022 in different sites

中毒场所

集体食堂

公共餐饮

家庭

个体摊

食品厂

其他

合计

中毒起数

353
248

56
48
44
18

767

中毒起数

构成比/%
46.0
32.3

7.3
6.3
5.7
2.3

100.0

中毒人数

11 782
7 054
1 435
1 577
2 941

578
25 367

中毒人数

构成比/%
46.4
27.8

5.7
6.2

11.6
2.3

100.0

图 2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人数和起数的月份分布

Figure 2　Number of incidents and people of food collective poisoning in different months from 1990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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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食品统计，占比居前 3 的为菜肴（31. 3%，240 起）、

盒饭（17. 5%，134 起）、蔬菜（10. 7%，82 起），中毒人

数按来源食品统计，占比居前 3 的为菜肴（26. 4%，

6 688 人）、盒饭（18. 7%，4 744 人）和熟食（11. 6%，

2 947 人），见表 3。菜肴引起食物中毒主要集中于

2002—2004 年［起数占比 40. 8%（98/240），人数占

比 37. 3%（2 497/6 688）］。盒饭引起的食物中毒与

菜肴具有类似的时间聚集趋势。蔬菜引起的集体

性食物中毒主要集中于 1990—1999 年［起数占比

89. 0%（73/82），人数占比 89. 2%（2 066/2 316）］，但

近十年未再发生因蔬菜引起集体性食物中毒事件。

熟食引起的集体性食物中毒主要集中于 2004 年

及以前［起数占比 86. 3%（63/73），人数占比 91. 8%
（2 706/2 947）］。近十年，凉拌菜引起的集体性食

物中毒起数和人数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位居各

类食品引起食物中毒起数和人数的第 3 位（占比

11. 8%，4/34）和第 2 位（占比 15. 9%，157/989）。

2. 6　食物中毒致病因子分析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发生致

病因子占比最高的是细菌性食物中毒，共发生 481 起

16 491 人，分别占食物中毒总起数和总人数的 62. 7%
和 65. 0%。其中，78. 0%（375/481）细菌性食物中毒

是由副溶血性弧菌引起，是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的

主要致病因子。近十年，细菌性食物中毒占比进一步

增加，占同期食物中毒总起数和总人数的 79. 4%
（27/34）和 85. 0%（841/989），但副溶血性弧菌占细

菌性食物中毒的起数占比（51. 9%，14/27）和人数占

比（56. 2%，473/841）有所下降，未再发生因变形杆

菌和其他细菌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

1990—2022 年，化学性食物中毒共发生 137 起

3 951 人 ，分 别 占 累 计 食 物 中 毒 起 数 和 人 数 的

17. 9%（137/767）和 15. 6%（3 951/25 367）。其中，

超过 50% 的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是由于有机磷农

药引起，共有 77 起 2 087 人。近十年仅发生 2 起化

学性食物中毒事件，致病因子分别是亚硝酸盐和

桐油。

1990—2022 年，有毒动植物性食物中毒共有

29 起 792 人，其中，有毒植物性食物中毒 17 起 533 人，

主要中毒植物为四季豆等，有毒动物性食物中毒共

有 12 起 282 人，主要为水产品中河豚毒素和组胺

引起的食物中毒。近十年，除 2013 年发生 1 起由

四季豆引起的 28 人食物中毒外，未再发生其他有

毒动植物性食物中毒。

1990—2022 年，原因不明的集体性食物中毒事

件共有 120 起 4 236 人，分别占食物中毒总起数和

总人数的 15. 6% 和 16. 7%。近十年，仅有 5 起食物

中毒未查明致病因子，占食物中毒起数的 4. 2%。

见图 3 和图 4。
2. 7　食物中毒区域分析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发

生最多的是浦东新区，共发生 132 起，造成 3 741 人中

毒，中毒起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占 33 年全市集体性

食物中毒起数和人数的 17. 2% 和 14. 7%，其余各区

食物中毒起数和人数均未超过全市的 10%，这主要

是因为浦东新区面积和人数远高于其他各区。如按

照食物中毒发生率统计，居前 3 位的依次是长宁区

（9. 0 例/10 万人）、黄浦区（7. 9 例/10 万人）和静安

区（6. 5 例/10 万人），见图 5。近十年，食物中毒发生

率居前 3 位的依次是徐汇区（1. 0 例/10 万人）、闵行

区（0. 9 例/10 万人）和松江区（0. 8 例/10 万人），长宁

区、虹口区、杨浦区、宝山区和嘉定区均未报告集体

表 2　1990—2022 年不同原因导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

人数和起数

Table 2　Number of incidents and people with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from 1990 to 2022 in different causes

中毒原因

交叉污染

原料污染或变质

加工不当

加工人员污染

不明原因

储存不当

原料不符合标准

误食

容器不洁

合计

中毒起数

300
99
86
80
65
53
42
24
18

767

中毒起数

构成比/%
39.1
12.9
11.2
10.4

8.5
6.9
5.5
3.1
2.3

100.0

中毒人数

11 114
3 017
2 973
2 416
1 825
1 531
1 252

676
563

25 367

中毒人数

构成比/%
43.8
11.9
11.7

9.5
7.2
6.0
4.9
2.7
2.2

100.0

表 3　1990—2022 年不同食品导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

人数和起数

Table 3　Number of incidents and people with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from 1990 to 2022 in different foods

食品品种

菜肴

盒饭

蔬菜

禽畜肉

熟食

水产品

豆制品

不明

糕点

凉拌菜

面食

食盐*

米饭

食用油*

牛奶和饮料

合计

中毒起数

240
134

82
80
73
63
21
19
15
14

6
6
5
5
4

767

中毒起数

构成比/%
31.3
17.5
10.7
10.4

9.5
8.2
2.7
2.5
2.0
1.8
0.8
0.8
0.7
0.7
0.5

100.0

中毒人数

6 688
4 744
2 316
2 895
2 947
1 955
1 303

483
732
463
152
193
143
139
214

25 367

中毒人数

构成比/%
26.4
18.7

9.1
11.4
11.6

7.7
5.1
1.9
2.9
1.8
0.6
0.8
0.6
0.5
0.8

100.0
注：*食盐中毒均为误食亚硝酸盐；食用油中毒均为误食桐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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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食物中毒事件。

3　讨论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防控总

体上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1990—2004 年，上海市

集体性食物中毒发病率在相对较高水平上波动

变化。2004—2009 年，食物中毒发生率从 10. 9 例/

10 万人下降到 0. 8 例/10 万人，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2009 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后，食品安全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8］，特别是十

八大以来，上海市严格落实中央关于食品安全“四

个最严”要求，全面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

将集体性食物中毒防控作为最重要的工作目标［9］，

集体性食物中毒得到进一步遏制。近五年，集体性

食物中毒发生率总体保持在低位水平（<0. 3 例/

10 万）。

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与全国集体性食物中

毒流行特征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方面

主要体现在中毒时间分布、致病因子分布和场所分

布等方面与全国情况相似［10-13］：如食物中毒报告的

起数和人数显示，食物中毒高发时间是 6~9 月，细

菌性食物中毒是中毒人数最多的致病因子，集体食

堂是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最多的场所，食物污染

或变质、加工不当等是主要原因。但上海市集体性

食物中毒也有区别于全国或其他地区的特点，如非

伤寒沙门菌是引起我国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主要致

图 3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起数的致病因子分布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incidents in Shanghai from 1990 to 2022 in different pathogens

图 4　1990—2022 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人数的致病因子分布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people in Shanghai from 1990 to 2022 in different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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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素［14］，而副溶血性弧菌是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

毒的主要致病因子，这可能与上海市作为沿海城

市，市民食用海产品较多，而海产品通常副溶血性

弧菌污染较为严重有关。

近十年，上海市集体性食物中毒与以往相比，

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公共

餐饮引起的集体性食物中毒起数（38. 2%）已经超越

集体食堂（32. 4%）而跃居为中毒场所首位，这与近

年来上海市公共餐饮服务快速发展，消费人群日益

增多有关；交叉污染引起的集体性食物中毒更为突

出（57. 1%），特别是菜肴、盒饭、熟食和凉拌菜等易

造成交叉污染的食品成为最主要的中毒食品，表明

供餐单位加工操作卫生或清洗消毒保洁未落实到

位，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中毒原因；相较于化学性食

物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占比进一步增加（85. 0%），

成为公众健康的首要威胁来源。

近年来，是否发生食物中毒往往作为文明城

市、卫生城市及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的考核指

标，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5］，导致食物中毒发生后，

涉事地区可能会采取瞒报、谎报的方式躲避责任，

使得食物中毒数据不能非常精准反映食品安全治

理效果。与国外相比，欧美等国家一般不再突出食

物中毒的概念，主要以食源性疾病为监测对象和统

计单位［15］。食源性疾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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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比单纯采用食物中毒作为统计指标更能客观、精准

地反映食品安全治理水平。我国自 2010 年起，全面

启动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17］，在开展疾病监测和防

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监管过程、监测技术、

信息共享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2011—2020 年，

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34 558 起 259 481 人，发

病率为 2 人/10 万人［18］，而根据 2012 年上半年我国一

项涉及 9 个省市的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估计每年

有 2 亿多人次罹患食源性疾病，平均每 6. 5 人中就

有 1 人次患食源性疾病［19］，这表明我国仍需进一步

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体系建设，提高食源性疾病监

测的敏感性和报告的真实性，更加客观地反映食品

安全状况和问题。

注：1.该图基于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中的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24)0650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2.食物中毒发生率=1990—
2022 年各区集体性食物中毒人数/2006 年各区常住人口数，其中，2006 年为 1990—2022 年中位年份，常住人口数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

3.1990—2022 年，上海市行政区划进行过多次调整，本研究以调整后的最新行政区划进行数据统计

图 5　1990—2022 年上海市各区集体性食物中毒发生率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the incidence of collective food poisoning incidents in Shanghai from 1990 to 2022 in different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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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防控上海市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建议卫生健康部门进一步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及

时向相关监管部门通报信息。相关监管部门要高

度重视梅雨季和夏季这一食物中毒高发季节，督促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卫生管理，

防止食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交叉污染。重点

关注集体食堂、公共餐饮等食物中毒高发场所，以

及菜肴、盒饭、凉拌菜等高风险食品，积极预防副溶

血性弧菌等引起的细菌性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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