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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国内外急性胃肠炎和食源性疾病负担研究进展

陈艳!严卫星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北京$!"""%!$

摘$要!食源性疾病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中国最大的食品安全问题$ 急性胃肠炎人群负担的评估是

食源性疾病负担评估的一个中心问题!许多国家已开展急性胃肠炎和食源性疾病负担评估研究!我国于 %"!"/

%"!! 年在部分省份开展了研究疾病负担的试点工作$ 本文对急性胃肠炎和食源性疾病负担评估国内外研究进展

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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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
中国最大的食品安全问题(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
国家或地区"食源性疾病的真实负担尚不明确( 食
源性疾病负担的评估极为复杂"已有一些国家采用
强化的疾病监测方法"建立能够准确评估人群疾病
负担的项目"如美国的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网
$GEEFJ4K%和澳大利亚的 2mGEEFJ4K( 人群急性胃肠
炎负担评估是食源性疾病负担评估的一个中心问
题( 我国于 %"!"!%"!! 年在部分省份开展了人群
急性胃肠炎调查"并对我国食源性疾病负担作出初
步评估( 本文对急性胃肠炎和食源性疾病负担评
估的国内外研究进展作了简要回顾(

!$国际层面
不同研究采用不同的病例定义和方法"这使得

国家间急性胃肠炎发病率的比较变得非常复杂(

在国际肠道病合作.疾病负担/研究会议上"研究人
员提出了一种常见的以症状为基础的标准胃肠炎
病例定义&急性胃肠炎病例为 %: , 内排稀便 & 次或
以上或出现任意一次呕吐的个体"但不包括罹患肠
癌’肠易激综合症’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囊性
纤维化’腹腔疾病"或其他伴有腹泻或呕吐症状的
慢性病的个体"或症状是因药物治疗’过量饮酒或
妊娠所致的个体 )!* ( 使用该标准定义"是促进国家
间准确比较和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的关键( 7S>33>?
等 )%*采用标准病例定义"比较了澳大利亚’加拿大’
爱尔兰和美国急性胃肠炎的发生状况(

作为降低食源性疾病负担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世界卫生组织与国家级公共卫生机构合作建立哨
点"确定缺乏食源性疾病负担估计值地区的负担"
约旦被选为东地中海地区的首个哨点( %""& 年5 月
和 %"": 年 ) 月"约旦开展全国人群横断面的面对面
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设计"使用约旦人口普
查的抽样框架"按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选择
!** 个普查小区( 每个普查小区中随机选择 ) 户家
庭"每户家庭随机选择 ! 人接受调查( 研究结果表
明"约旦 ! 岁以上人群每年大约发生 ::" 万例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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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炎 )&* (

%$国家层面
%’!$发达国家

!55*!%""& 年"美国在 GEEFJ4K监测地区开展
了 : 次为期 !% 个月的人群急性胃肠炎横断面电话
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 个调查周期的发病率类似"
急性胃肠炎总体发病率为 "’* 次(人年#%""*!%""#

年"再次的人群横断面电话调查结果表明"急性胃
肠炎发病率高达 "’5 次(人年 ): [)* ( 7S>33>? 等 )* [#*

以 GEEFJ4K数据为基础"考虑不确定性"估算美国食
源性疾病负担( 研究结果表明"急性胃肠炎的食源
性比例为 %)a"美国每年发生 : 9"" 万例食源性疾
病"其中 %"a归因于已知的病原体(

%""!!%""% 年"澳大利亚开展为期 !% 个月的
人群横断面电话调查"结果表明"澳大利亚每年发
生 ! #%" 万例急性胃肠炎"发病率为 "’5% 次(人
年 )9* ( 根据澳大利亚 !* 种病原体中每种病原体的
数据"考虑不确定性"估计急性胃肠炎的食源性比
例( 据估计"澳大利亚急性胃肠炎的食源性比例约
为 &%a( 将全国急性胃肠炎病例数乘以急性胃肠
炎的食源性比例"获得食源性急性胃肠炎病例数(

据估计"澳大利亚每年发生 ):" 万例食源性胃肠炎"

其中 %9a归因于已知的病原体 )5* (

英国研究人员使用 !55&!!55* 年开展的急性
胃肠炎研究数据"加上国家监测和专题研究数据"
估计 !55% 年本土食源性胃肠炎病例数为 %5" 万
例"%""" 年为 !&" 万例 )!"* ( %""9!%""5 年"英国
再次开展急性胃肠炎研究"其中主要有急性胃肠
炎电话调查和前瞻性人群急性胃肠炎队列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急性胃肠炎发病率为 "’%#:

次(人年 )!! [!%* (
%""!!%""* 年"加拿大在 & 个地区分别开展为

期 !% 个月的人群横断面电话调查"结果表明"急性
胃肠炎发病率为 !’& 次(人年 )!&* ( 外推 j4>F 等 )!:*

的美国研究结果"其中 #)a的急性胃肠炎与肠道感
染有关"而肠道感染 &*a为食源性的"研究人员认
为可以获得加拿大食源性疾病病例数的合理估计"
估计加拿大每年约发生 ! !"" 万例食源性疾病(

近年来"采用国际肠道病合作.疾病负担/研究
推荐的急性胃肠炎国际标准定义"法国’波兰’荷
兰’意大利和丹麦开展了为期 !% 个月的人群横断面
电话调查"结果表明"急性胃肠炎发病率分别为
"’&’"’5’!’"’!’! 和 !’: 次(人年 )!) [!5* (
%’%$发展中国家

与发达国家采用电话调查方法不同"发展中国

家往往采用面对面调查方法( 面对面调查可以接
触到那些没有电话的潜在参与者"并且与电话调查
相比"面对面调查的应答率往往较高( 由于采用面
对面调查方法"发展中国国家研究的开展时间局限
于一年当中的某几个月份( 急性胃肠炎分布往往
呈现双峰分布"细菌性胃肠炎倾向于在夏季达到高
峰"而病毒性胃肠炎"这可能是更常见"趋向于在冬
季达到高峰 )%"* ( 因此"仅仅在一年当中的某几个月
份开展研究"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可能有较大的
偏差(

%"") 年 * b# 月$雨季%和 %"") 年 !! 月!%""*
年 ! 月$旱季%"在古巴 & 个主观选定的监测点开展
横断面入户调查( 各省主要城市的选择代表了城
乡结构差异"来自全国不同地区"且急性胃肠炎的
预期风险评级存在差异( 抽样框架包括每个监测
点家庭医生办公室服务住户的清单( 每个办公室
随机抽取 ) 户家庭"每户选中生日距调查日期最近
的个体参与调查"然而实际上大部分时候调查的是
开门的那个家庭成员( 估计古巴急性胃肠炎月患
病率$OE?K,3L1+4R>34?S4%为 !"’*a )%!* ( %""* 年 :
b9 月"马来西亚开展全国人群横断面入户调查(
采用二阶段分层随机抽样"选择 % !)" 个普查小区
和 !# %)! 个居住区( 结果表明"马来西亚急性胃肠
炎月发病率为 )a )%%* (

&$中国
我国在 %" 世纪 9" 年代开展过大规模的全国性

急性胃肠炎调查"据 !599 年 %! 省 $区’市%入户调
查结果推算"全国每年约有 9’&* 亿人次发病 )%&* (

近年来多个省份开展了急性胃肠炎调查 )%: [%)* (
%"!" 年 # 月!%"!! 年 # 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与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广西’四川 * 个省
$区’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开展人群急性
胃肠炎横断面入户调查( 各监测省份综合考虑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地理位置和完成研究的可行性选
择监测点( 对于选定的每个监测点"根据该地区每
月需要调查的户数"确定相应的调查单位( 对于每
个调查单位"按月随机选择住户( 在抽中的户内"
每户调查 ! 人"即询问该户将要过生日的个体过去
: 周的急性胃肠炎发病情况( 间隔 #F 无症状定义
为多次发病( 参考国外以人群为基础的急性胃肠
炎调查问卷"设计用于本研究资料收集的问卷( 急
性胃肠炎是指在最近的 : 个星期内"出现以下两个
症状中的一种或以上&$腹泻#%呕吐 $如果为呕
吐"要求同时伴有腹痛或发热%( 腹泻是指每日排
便 & 次或以上"且粪便性状异常"如稀便’水样便’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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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便’脓血便或血便等( 调查对象没有其他已知
的’非感染性的病因( 社区人群调查的主要目的是
通过监测人群急性胃肠炎患病及就诊情况"结合急
性胃肠炎的食源性比例"评估食源性疾病的人群分
布和负担( 江苏省 5 个监测点开展为期 !% 个月的
研究"结果表明"急性胃肠炎加权月患病率为
:’#a"发病率为 "’*& 次(人年"使用急性胃肠炎国
际标准定义"得到的发病率也是 "’*& 次(人年 )%"* (

浙江省杭嘉湖地区 # b5 月的调查数据表明"急性胃
肠炎月患病率为 #’"a )%** ( 根据 * 个省的急性胃肠
炎调查数据表明"急性胃肠炎加权月患病率为
:’%a"发病率为 "’)* 次(人年"初步估计中国一年
有 % 亿食源性疾病病例(

:$结语
疾病负担研究按设计可分为前瞻性队列研究

和回顾性横断面调查( 虽然队列研究较为复杂"成
本较高"但是如果结合临床标本的实验室检测"能
够提供特定病原体的社区发病率( 相比之下"横断
面调查较为简单’成本较低"不同人群’不同时段可
以反复多次进行"可以提供一段时期内社区人群自
报急性胃肠炎的发生状况( 尽管目前尚不明确哪
类研究提供的评估结果最为准确"但队列研究结果
通常低于横断面调查 )&* ( 未来我国有必要定期开
展急性胃肠炎社区人群调查"包括横断面调查和队
列研究"以便于评估总体人群疾病的分布和负担(

估计急性胃肠炎的食源性比例"需要综合多种
途径获取的信息"最好采用概率分布而非点估计"
以说明评估的不确定性(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发达国家根据多种食源性病原体的数据"获得急性
胃肠炎病例的食源性比例"尤其是近年来的评估还
考虑了不确定性 )* [#"5 [!""!:* ( 我国缺乏高质量的食
源性疾病暴发数据"也尚未建立完善的临床病例食
源性病原体监测机制"难以采用发达国家的成熟模
式估计我国的急性胃肠炎食源性比例(

为此"我国有必要在食源性疾病监测中考虑强
化食源性疾病负担研究"开展相应的研究以评估各
项干预措施"充分发挥监测成果在减轻食源性疾病
社会经济负担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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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研究’JKHL 年征稿征订启示
&卫生研究’"]E=+?>3E.ALB<4?4M404>+S, #是由卫生部主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承办的中文核心学术期刊$ !5#% 年创刊!双月刊!大 !* 开!
!#% 页(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J!! [%!)9(M!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77J!""" [9"%"$

&卫生研究’ 系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基础医学
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精品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
国内知名数据库来源刊$ 被国内外所有权威检索系统及数据库作为核心期刊收录&被美国(化学
文摘)"@/#%俄罗斯(文摘杂志) "/]#及 \JWYDjYW\@̂ 7(jYW\-\JY"\j#收录$ 此外!(卫生研
究)部分文章被 7@\所收录$ 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期刊二等奖&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卫生部首
届医药卫生优秀期刊一等奖$

办刊宗旨!报道卫生领域里最新科研成果和科技动态!反映中国卫生研究的最新动态&为有关
科研%教学和卫生防病工作者提供理论的%技术的指导&为制定卫生学有关的国家标准和法规提供
理论根据&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刊登内容!面向全国征稿!采用网上投稿%审稿和编辑$ 主要报道来自国内外大学和科研机构
的学术论文&全国各省"自治区#市%县级疾病病控制中心和各级监督检测单位的调查研究论文!及
各大医院与卫生学相关的研究论文$ 内容主要涉及营养与食品卫生及与营养有关的慢性病%劳动
卫生%职业病%工业中毒%环境卫生%环境毒理学%食品毒理学%流行病学%各种有关的检测方法%儿
少卫生等卫生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论文及新进展综述$

栏目设置!述评%论著%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技术与方法和综述等栏目!不定期开设专题$
读者及作者!主要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科学院所%医学高等院校%疾控中心%监督检测单位等从

事卫生学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专家%院校师生等相关人员$
通讯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南纬路 %5 号(卫生研究)编辑部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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