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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全国食物中毒发生的特点和规律!为制定有效防控食物中毒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整理
)##2()#!, 年原卫生部发布的-重大食物中毒情况的通报.!对各食物中毒事件的基本情况%季节和月份分布%中毒原
因和就餐场所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2()#!, 年全国食物中毒发生数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 年后
持续下降$ 第三季度是食物中毒的高发期!其中 % 月份食物中毒人数最多!c 月份死亡人数最多$ 中毒原因中微生物
性食物中毒人数最多!但死亡人数最少&化学性食物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呈明显下降的趋势&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中
毒为 )##$ 年后死亡人数最多的致病因素$ 就餐场所以集体食堂食物中毒人数最多!其中化学性食物中毒是导致学生
食物中毒死亡的主要因素&家庭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多$ 结论"全国食品安全状况已有明显改善!但食物中毒形
势依然严峻!尤其死亡率还较高$ 通过加强不同季节月份%不同就餐场所%不同人群有针对性的防控及食品安全知识
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管机制!是预防和降低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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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LEE0 YEOAE(O(P%是指健康人经口摄入
正常数量’可食状态的+有毒食物,$指被致病菌及其

毒素’化学毒物污染或含有毒素的动植物食物%后所
引起的以急性感染或中毒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 *
近年来"尽管政府部门’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餐饮单
位’食品安全研究人员及消费者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
注"但每年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仍较多"误食有毒食
物造成死亡的严重事件也时有发生()) * 已报道的食
物中毒统计分析大多为某一年度或某一地区的食物
中毒情况(, h*) "全国性的不同年份食物中毒趋势分析
的报道较少* 本文通过对 )##2!)#!, 年中国大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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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年的食物中毒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探究食
物中毒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及其规律"为制定预防
食物中毒的措施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G!"资料来源

)##2!)#!, 年卫生部 $ 4BBY&II___1XE41PE[1
K(%公布的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 ($ h!*) *
!G)"统计学分析

采用 /<K’D及 8;88 !%G# 软件"从食物中毒的基
本情况’季度月份分布’致病因素和就餐场所四个
方面"对食物中毒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与分析
)G!"食物中毒基本情况分析

)##2!)#!, 年全国食物中毒起数和中毒人数
均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 年出现峰
值"随后年份持续下降"尤其近几年得到明显改
善"食物中毒死亡人数整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但就
死亡率而言仍然很高"近几年基本上维持在 !G%g
左右"见图 !*

图 !")##2!)#!, 年全国食物中毒基本情况
‘OPSC’!"&’(’CTD0TBTELLEE0 YEOAE(O(PLCEX

)##2 BE)#!, O( ?4O(T

)G)"食物中毒近 !# 年的季度分布情况
)##2!)#!, 年全国不同季度食物中毒人数和

中毒死亡人数整体上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不同季
度也有明显的差异"均为第三季度 t第二季度 t第
四季度 t第一季度"见图 )’,*
)G,"食物中毒的月份分布情况分析

)##2!)#!, 年全国不同月份食物中毒起数和人
数均值均呈现为从 ) 月份逐月升高"% 月份达到高
峰"之后逐月下降"死亡人数均值 c 月最高"见图 2*
)G2"食物中毒的原因分析

)##2!)#!, 年全国各种因素导致的食物中毒
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这 !# 年中"微生物性食物中
毒人数一直是最多的"占历年总中毒人数的 *3g j
c)g"其次是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中毒"再次是不明
原因食物中毒"见图 **

全国各种因素导致的中毒死亡人数整体均呈下降

图 )")##2!)#!, 年全国食物中毒人数的季节分布
‘OPSC’)"MSX.’CELLEE0 YEOAE(O(P’TK4 A’TAE( LCEX

)##2 BE)#!, O( ?4O(T

图 ,")##2!)#!, 年全国食物中毒死亡人数的季节分布
‘OPSC’,"MSX.’CEL0’TB4AKTSA’0 .\LEE0 YEOAE(O(PEL

’TK4 A’TAE( LCEX)##2 BE)#!, O( ?4O(T

图 2")##2!)#!, 年全国各月份食物中毒平均值
‘OPSC’2"ZE(B4D\T[’CTP’(SX.’CELLEE0 YEOAE(O(P

LCEX)##2 BE)#!, O( ?4O(T

图 *")##2!)#!, 年全国不同致病因素

导致的食物中毒人数
‘OPSC’*"MSX.’CAELLEE0 YEOAE(O(PKTSA’0 .\0OLL’C’(B

YTB4EP’(OKLTKBECALCEX)##2 BE)#!, O( ?4O(T

趋势")##2!)##* 年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多"
其次是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中毒"微生物性和不明原
因食物中毒死亡人数相对较少#)##$!)#!, 年"有毒动
植物及毒蘑菇跃居为导致食物中毒死亡的第一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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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次是化学性食物中毒"微生物性和不明原因食物
中毒死亡人数较少且相差不大"见图 $*

图 $")##2!)#!, 年全国不同致病因素导致的

食物中毒死亡人数
‘OPSC’$"MSX.’CELYEOAE(O(P0’TB4AKTSA’0 .\0OLL’C’(B

YTB4EP’(OKLTKBECALCEX)##2 BE)#!, O( ?4O(T

)G*"食物中毒的就餐场所分析
)##2!)#!, 年全国不同就餐场所食物中毒以

集体食堂最多"其次是家庭"再次是餐饮服务单位"
最后是其他场所* )##2!)#!, 年全国在不同场所
就餐后发生食物中毒死亡的人数均呈下降趋势"其
中家庭食物中毒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其它场所中毒
死亡人数"集体食堂和餐饮服务单位食物中毒死亡
人数均较少"见图 c’3*

图 c")##2!)#!, 年全国不同场所就餐

发生食物中毒的人数
‘OPSC’c"MSX.’CELLEE0 YEOAE(O(PEKKSCC’0 O( 0OLL’C’(B

YDTK’AEL0O(O(PLCEX)##2 BE)#!, O( ?4O(T

图 3")##2!)#!, 年全国不同就餐场所

因食物中毒死亡的人数
‘OPSC’3"MSX.’CEL0’TB4A0S’BELEE0 YEOAE(O(PO( 0OLL’C’(B

YDTK’ABE’TBLCEX)##2 BE)#!, O( ?4O(T

)G$"学生食物中毒情况分析
)##2!)#!, 年全国学生食物中毒人数占历年

总人数的 )!g j2!g"其中以微生物引起的最多"
其次是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再次是不明原因"化
学性食物中毒最少* )##2!)#!, 年全国学生食物
中毒死亡人数以化学性食物中毒最多"其次是有毒
动植物及毒蘑菇中毒"微生物性和不明原因食物中
毒死亡人数最少"见图 %’!#*

图 %")##2!)#!, 年全国不同因素引起

学生食物中毒的人数
‘OPSC’%"‘EE0 YEOAE(O(P(SX.’CELABS0’(BKTSA’0 .\

0OLL’C’(BLTKBECALCEX)##2 BE)#!, O( ?4O(T

图 !#")##2!)#!, 年全国不同致病因素

导致的学生食物中毒死亡人数
‘OPSC’!#"8BS0’(B(SX.’CELYEOAE(O(P0’TB4AKTSA’0 .\

0OLL’C’(BYTB4EP’(OKLTKBECALCEX)##2 BE)#!, O( ?4O(T

,"讨论

食物中毒作为一种常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不同的季度’月份"不同的
致病因素"不同的就餐场所及不同的人群等均存在
一定的差异"但也并非没有规律可循* 本文通过对
)##2!)#!, 年全国食物中毒的基本情况分析发现"

近 !# 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数和中毒人数整体
上均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尤其是 )##$ 年
以后全国食物中毒人数直线下降"死亡人数也有下
降的趋势"表明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已有明显改善"

这可能与近年来政府监管力度加大’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和餐饮单位自律性增强及广大消费者食品安
全意识提高有关*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 !# 年全
国食物中毒死亡人数呈下降的趋势"但死亡率仍然
较高"基本上维持在 !G%g左右"这说明我国食品安
全问题形式依然严峻*

致病因素与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有着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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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经统计分析发现"无论是哪一年份"微生物
性食物中毒人数都是最高的"其原因主要是微生
物广泛存在于大自然中"食品储存的条件不当’食
品加工人员及食品用工器具与食品交叉污染’生
熟食品交叉污染’食品加工的温度不够而未能杀
灭有害病原微生物等"都有可能导致微生物性食
物中毒* 然而"导致食物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并
不是微生物性食物中毒"而是化学性食物中毒和
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中毒"尽管化学性食物中毒
死亡人数近 !# 年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但仍远高于
微生物性和不明原因食物中毒死亡人数"同时有
毒动植物及毒蘑菇中毒死亡人数有上升的趋势"

特别是 )##$ 年以后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已成为
导致食物中毒死亡的第一大原因"这可能是食物
中毒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以上结果
表明"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政府部门应加强有毒动
植物及毒蘑菇安全食用知识的普及和指导"尽量
避免此类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不同的季节’月份与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也有一
定关系* 经统计分析发现"第三季度是食物中毒事件
发生的高发期"其中以 % 月份食物中毒人数最多"c

月份死亡人数最多"这是因为第三季度气温高"气候
比较潮湿"适宜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而导致食品腐败变
质"加之有些致病菌如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
血性弧菌等污染食品后并无明显的感官性状变化"如
果食用了这些被污染的食品极易导致食物中毒"尤其
在食用凉拌菜’改刀熟食及生食水产品等过程中更易
发生* 同时"第三季度还是各种有毒动植物如河豚
鱼’高组胺鱼类’毒蘑菇’四季豆’扁豆’大豆’木薯及
黄花菜等的收获期"如加工方法不当或被缺乏辨别能
力的采食者食用也很容易中毒*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和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中毒在第
三季度应予以重点防控*

此外"不同的就餐场所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情
况也各不相同* 分析结果表明"集体食堂是食物中
毒人数最多的场所"其中化学性食物中毒是导致学
生食物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家庭食物中毒的人数
尽管少于集体食堂"但死亡人数最多"其占死亡总
人数的比例维持在 c)g j3cg之间"原因可能是家
庭食物中毒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广大群众缺少食
品安全相关知识"同时家庭自行采食某些有毒动植
物及毒蘑菇时"缺乏相应的鉴别能力"而一旦发生
食物中毒事件后也往往没能引起足够重视而延误
救治时间"加之农村地区医疗条件有限"致使家庭
成为食物中毒死亡的主要场所 (!$) * 对于不同的就
餐场所应采取不同的重点防控措施"如学校等集体

食堂"除应加强微生物性食物中毒防控外"还应重
点加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采购’保管’领用’使用
及登记管理"严格做到+五专,要求#而在广大农村
地区"应广泛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让
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使
广大群众掌握正确的安全使用鼠药和农药等相关
知识及有毒动植物加工食用方法"提高对毒蘑菇的
识别能力"做到不采不食"从而有效减少食物中毒
尤其是死亡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经过统计分析"微生物是导致食物
中毒的主要因素"尤其在第三季度#有毒有害化学
物质是导致食物中毒死亡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学生
食堂#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是导致广大农村地区群
众食物中毒甚至死亡的首要原因#不明原因食物中
毒尽管人数最少"但死亡人数居 2 种中毒原因的第
二位* 以上结果表明"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食品安全
工作应重点加强第三季度微生物性食物中毒防控’
学生食堂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管理’广大农村地区
群众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及提高不明原因的
查明力度"以有效预防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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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2!)#!, 年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王娅芳!周亚娟!朱姝!杨蕙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测检验所"贵州 贵阳"**###2#

摘"要!目的"通过对 )##2()#!,年贵州省毒蕈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为毒蕈中毒的预防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和-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系统.查询 )##2(

)#!,年期间贵州省上报的毒蕈中毒事件!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2()#!, 年贵州省共报告毒蕈中毒事件 !!3 起!

中毒 $%3 人!死亡 3* 人!病死率为 !)G!3g$ 事件类别以-未分级.事件居多!占 $)Gc!g&-较大.事件占 ,*G*%g$ 夏秋季

是毒蕈中毒多发季节!发生场所以农村家庭为主$ 结论"误采误食是毒蕈中毒的主要原因!应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广

大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加强医生的诊治培训!提早预警通报!防止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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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野生蕈
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野生蕈味道鲜美’营养价值
高已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据资料记载 (!) "
贵州省的大型真菌有 c3% 种"其中可食用菌 )2, 种"
药用菌 !3$ 种"毒菌 $c 种* 由于贵州省许多村民有

采食野生蕈的习惯"但野生毒蕈形态特征复杂"往
往与食用蕈难以辨别"故每年因误采误食野生毒蕈
引起的中毒事件屡有发生* 由于毒蕈的毒素复杂"
中毒患者的临床表现也复杂"若未及时救治"可导
致死亡"直接危害群众的生命与健康* 为进一步做
好毒蕈食物中毒的预防工作"减少发病"为防控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现将 )##2!)#!, 年贵州省毒蕈中
毒情况汇总分析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