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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 2002 ~ 2017 年中国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的特点,为相关部门制定预防食源性农药中毒策略提

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并整理国内文献数据以及国家监测数据,剔除重复事件,对中毒因素、不同原因食品和发

生环节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多维度归因分析。 结果 　 农药中毒因素以有机磷类农药中毒为主

(361 起,占 64. 23%),其次 是 氨 基 甲 酸 酯 类 农 药 和 除 草 剂;原 因 食 品 主 要 为 蔬 菜 类、粮 食 类、水 果 类,分 别 占

33. 45%(188 / 562)、14. 41% ( 81 / 562)、8. 36% ( 47 / 562);引 发 环 节 以 农 药 残 留 过 高 为 主 ( 200 起,占 35. 59%)。

结论 　 蔬菜类食品有机磷残留是食源性农药中毒的主要因素。 应加强农药(尤其是杀虫剂)的管理,向大众普及农

药使用安全教育,将发病风险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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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pesticide
 

poisoning
 

incidents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7,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prevention
 

strategies
 

for
 

foodborne
 

pesticide
 

poisoning.
 

Methods　 The
 

domestic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monitoring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and
 

the
 

repeated
 

incidents
 

were
 

excluded.
 

The
 

poisoning
 

factors,
 

foods
 

with
 

different
 

causes
 

and
 

occurrence
 

links
 

were
 

analyzed
 

descriptively,
 

and
 

multi-dimensional
 

attribution
 

analysis
 

on
 

this
 

basi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main
 

cause
 

of
 

pesticide
 

poisoning
 

was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 361
 

cases,
 

accounting
 

for
 

64. 23% ) ,
 

followed
 

by
 

carbamate
 

pesticides
 

and
 

herbicides.
 

The
 

main
 

causes
 

of
 

food
 

were
 

vegetables,
 

grains,
 

and
 

fruits,
 

accounting
 

for
 

33. 45%
 

(188 / 562)
 

and
 

14. 41% ( 81 / 562) ,
 

8. 36% ( 47 / 562) .
 

The
 

triggering
 

facter
  

mainly
 

by
 

excessive
 

pesticide
 

residues
 

( 200
 

cases,
 

accounting
 

for
 

35. 59% ) .
 

Conclusion 　 Organophosphorus
 

residues
 

in
 

vegetable
 

were
 

the
 

main
 

cause
 

of
 

food-borne
 

pesticide
 

poisoning.
 

The
 

management
 

of
 

pesticides
 

( especially
 

insecticid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pesticide
 

safety
 

education
 

should
 

be
 

popularized
 

to
 

the
 

public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disease.

Key
 

words:
 

Foodborne;
 

pesticide
 

poisoning;
 

attribution
 

analysis

　 　 食源性疾病作为一类常见的疾病,也是我国需

要积极应对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 1] 。 我国是农业

大国,农药的使用也很广泛,农产品生产的用药安

全一直备受社会关注 [ 2] 。 为了解食源性农药中毒

的原因和规律,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控制策略提

供依据,汇总 2002—2017 年国家监测数据和文献数

据,对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进行特征分析和归因分

析,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 1) 2002—2017 年国家食源性

疾病 监 测 系 统 中 报 告 的 食 源 性 农 药 中 毒 事 件

456 起。 (2)文献数据:检索中国知网、超星、维普等

数据库,以“农药中毒” 为主题词,提取“食源性” 的

文献,自公开发表文献中共搜集到 126 起发生于

2002—2017 年的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将监测数据

与文献数据合并后,根据事件发生地点、时间等关

键因素进行查重,核实后删除重复事件 20 起,最后

对 562 起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进行分析。
1. 2　 统计学分析

运用 Excel
 

2010 软件对 562 起食源性农药中毒

事件的发生时间、地区、暴露人数、发病人数、住院

人数、死亡人数、中毒因素、发生场所、引发事件环

节、引发事件因素、原因食品等信息组建数据库。
使用 SPSS

 

19.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食源性农

药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探究。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02—2017 年全国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共计

562 起,中毒人数 6
 

335 人,死亡人数 151 人。 引发

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的主要农药是杀虫剂(有机磷

类和氨基甲酸酯类) 和除草剂( 百草枯和草甘膦) ,
详情 见 图 1; 其 中 以 有 机 磷 类 为 主, 涉 及 事 件

361 起,占 64. 23%;原因食品主要为蔬菜类、粮食类

和水果类; 引发环节以农药残留为主, 涉及事件

200 起,占 35. 59%,详情见表 1。
2002—2017 年期间,全国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

发生起数和中毒人数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继而平

稳的趋势,以 2010 年为最低。 16 年间中毒出现死

亡的事件共 99 起,涉及死亡人数 151 人,详见表 2。
不同时间中毒农药明确的死亡事件和农药品种不

同,2002—2007 年 56 起,以甲胺磷最多( 18 起) ,其
次是甲拌磷和对硫磷 ( 各 8 起) ;2008—2012 年 25
起,以甲伴磷最多( 6 起) ,甲胺磷和对硫磷次之(各

4 起) ;2013—2017 年 18 起,以克百威最多( 7 起) ,
甲拌磷次之(2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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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药种类占比

Figure
 

1　 Proportion
 

of
 

pesticide
 

types

表 1　 2002 ~ 2017 年我国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foodborne
 

pesticide
 

poisoning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7

组别 类别
事件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起数 构成比 / % 例数 构成比 / % 例数 构成比 / %

中毒因素(前 3 位)

原因食品(前 7 位)

引发环节(前 6 位)

有机磷类 361 64. 23
 

4
 

040 63. 77
 

94 62. 25
 

氨基甲酸酯类 54 9. 61
 

665 10. 50
 

14 9. 27
 

除草剂 25 4. 45
 

157 2. 48
 

2 1. 32
蔬菜类 188 33. 45

 

1
 

860 29. 36
 

19 12. 58
 

粮食类 81 14. 41
 

765 12. 08
 

43 28. 48
 

水果类 47 8. 36
 

467 7. 37
 

4 2. 65
 

肉类 28 4. 98
 

358 5. 65
 

6 3. 97
 

酒类 8 1. 42
 

38 0. 60
 

3 1. 99
 

豆制品类 8 1. 42
 

292 4. 61
 

3 1. 99
 

水产品类 8 1. 42
 

209 3. 30
 

0 0. 00
农药残留 200 35. 59 2

 

076 32. 77 24 15. 89
误食误用 87 15. 48 645 10. 18 29 19. 21
加工不当 76 13. 52 1

 

031 16. 27 14 9. 27
交叉污染 51 9. 07 660 10. 42 14 9. 27
储存不当 28 4. 98 265 4. 18 19 12. 58
人为投毒 25 4. 45 468 7. 39 20 13. 25

2. 2　 二维归因分析

2. 2. 1　 不同引发环节-发生场所归因分析
 

分析发现,发生在家庭的事件,引发环节以农

药残留最多,其次是误食误用与加工不当;发生在

单位食堂的事件,以农药残留为主,其次是交叉污

染和加工不当。 见表 3。
2. 2. 2　 不同地区-原因食品归因分析

 

华南和华东地区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发生较

多,并且以蔬菜为主,分别是 57 起和 52 起,其中广

西壮族自治区 37 起。 见表 4。
2. 2. 3　 不同原因食品-中毒因素归因分析

 

对主要的一级原因食品和中毒因素进行归因

分析发现,各类食品都以有机磷类农药中毒事件数

最多,其中蔬菜类最多 132 起,见表 5。 不同时间中

毒农药品种不同,2002—2010 年共 348 起,以甲胺

磷( 130 起) 最多,其次是对硫磷 ( 60 起) ,见表 6;
2011—2017 年共 214 起,以克百威( 31 起) 最多,甲
拌磷(25 起)次之,见表 7。
2. 3　 多元归因分析

2. 3. 1　 不同原因食品-中毒因素-引发环节事件归

因分析
 

经分析发现,蔬菜类引发的农药中毒主要是有

机磷类和除草剂的农药残留和加工不当所致;粮食

类引发的农药中毒主要是农药残留和存储不断及

误食误用的原因;水果类中毒主要是因为农药残

留。 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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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2—2017 年我国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发病、
死亡事件的起数和人数的年份分布

Table
 

2　 Annual
 

distribution
 

of
 

incidence
 

and
 

death
 

of
 

food
 

borne
 

pesticide
 

poisoning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7

年份

发病 死亡

事件起数
( n = 562)

发病人数
( n = 6335)

事件起数
( n = 99)

死亡人数
( n = 151)

2002 18 319 0 0
2003 101 1

 

456 15 27
2004 66 696 10 17
2005 49 652 13 18
2006 47 517 17 24
2007 31 632 1 2
2008 16 239 5 7
2009 14 214 6 7
2010 6 22 3 4
2011 27 243 9 15
2012 6 114 2 2
2013 16 129 4 7
2014 16 158 3 7
2015 40 313 4 5
2016 54 320 3 3
2017 55 311 4 6

2. 3. 2　 不同地区-原因食品-中毒因素事件数归因

分析
 

由表 9 可知,除西北地区以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污染粮食类引发事件数最多外,其他地区均为以有

机磷类污染蔬菜类食品引发的事件居多,其中华南

地区引发事件 49 起,居首位。

3　 讨论

我国自 2001 年建立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以来,
监测系统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农药中毒事件是

我国食源性疾病监测的重要内容,同样也是我国需

积极面对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 1] 。 为了做好农药

限制使用管理工作,2002 年时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第

17 号令《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 ,优化调整了农药

资源、农药产品结构等因素。 2010 年我国正式公布

《农药产业政策》 ,这也说明我国对于农药的生产和

使用越来越重视,根据我国新修订 《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 》 标准, 降低农药残留

　 　 　 　表 3　 不同引发环节-发生场所事件数归因分析结果(起)
Table

 

3　 Results
 

of
 

attribution
 

analysis
 

on
 

the
 

number
 

of
 

events
 

in
 

different
 

trigger
 

links
 

and
 

places
引发环节 家庭 宾馆饭店 街头餐点 单位食堂 学校食堂 工地食堂 学校(非学校食堂) 农村餐席

农药残留 124 6 6 26 6 1 1 3
误食误用 73 0 2 2 1 1 0 2
加工不当 47 3 5 6 5 5 0 3
交叉污染 28 0 1 8 4 2 1 1
储存不当 21 1 0 1 0 0 1 2
人为投毒 13 1 1 3 1 0 0 0

表 4　 不同地区-原因食品事件数归因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attribution
 

analysis
 

on
 

the
 

number
 

of
 

food
 

inci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地区 蔬菜类 粮食类 水果类 肉类 酒类
豆制
品类

水产
品类

华南 57 15 19 7 3 1 2
华东 52 16 9 4 0 2 4
华中 29 15 7 6 1 0 1
西南 25 9 6 4 0 3 1

华北 13 12 5 2 1 0 0
东北 8 6 0 2 3 1 0
西北 4 8 1 3 0 1 0

表 5　 不同原因食品-中毒因素事件数归因分析结果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food
 

poisoning
 

events
 

with
 

different
 

causes

地区
有机
磷类

氨基甲
酸酯类

菊酯类 氟化物 杀菌剂 除草剂

蔬菜类 132 5 5 2 0 11
粮食类 53 13 2 3 1 2
水果类 23 11 1 0 2 4
肉类 18 2 0 1 0 1

酒类 7 1 0 0 0 0
豆制品类 5 0 0 0 0 0
水产品类 4 2 0 0 0 1

表 6　 2002—2010 年主要中毒农药品种

Table
 

6　 Main
 

toxic
 

pesticide
 

varieties
 

from
 

2002
 

to
 

2010

类别 名称 起数 占比 / %

氨基甲酸酯类

有机磷类

其他

灭多威 4 1. 15
克百威 2 0. 57

丁硫克百威 2 0. 57
甲胺磷 130 37. 36
对硫磷 60 17. 24
甲拌磷 32 9. 20
毒死蜱 18 5. 17
敌敌畏 15 4. 31
敌百虫 5 1. 44

马拉硫磷 5 1. 44
特丁硫磷 5 1. 44

甲基对硫磷 4 1. 15
乐果 4 1. 15

灭线磷 3 0. 86
氧化乐果 3 0. 86
丙溴磷 2 0. 57
三唑磷 2 0. 57

水胺硫磷 2 0. 57
甲敌粉 1 0. 29
久效磷 1 0. 29

乙酰甲胺磷 1 0. 29
其他 47 1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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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1—2017 年主要中毒农药品种

Table
 

7　 Main
 

toxic
 

pesticide
 

varieties
 

from
 

2011
 

to
 

2017

类别 名称 起数 占比 / %

氨基甲酸酯类

除草剂

有机磷类

其他

克百威 31 14. 49
涕灭威 12 5. 61
灭多威 2 0. 93

丁硫克百威 1 0. 47
百草枯 16 7. 48
草甘膦 5 2. 34
除草醚 4 1. 87
甲拌磷 25 11. 68
敌敌畏 9 4. 21
毒死蜱 9 4. 21
乐果 5 2. 34

敌百虫 4 1. 87
甲胺磷 4 1. 87

特丁硫磷 4 1. 87
对硫磷 2 0. 93

甲基对硫磷 2 0. 93
丙溴磷 1 0. 47
甲敌粉 1 0. 47

马拉硫磷 1 0. 47
三唑磷 1 0. 47
其他 75 35. 05

超标率,保证农药使用规范,加强农药监督管理力

度;按照不同食品清洗方法进行处理, 确保食用

安全。
本研究发现,引发农药中毒事件起数最多的食

品是蔬菜类,其次是粮食类,这与郭虹等 [ 3] 的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有机磷类农药是主要的中毒因素,
其次是氨基甲酸酯类和除草剂;而事件引发环节主

要以农药残留为主,误食误用和加工不当分列二、
三位。 引发中毒的农药在不同时间有较大的变化,
这主要与国家对农药的使用管理有关,2007 年国家

限制甲胺磷的使用之后,由其引发的中毒事件明显

减少,但近年来由百草枯和克百威引发的中毒事件

明显增加,特别是克百威中毒引发的死亡事件值得

关注。 食源性农药中毒事件主要是由于家庭以及

单位食堂食材中农药残留引发,其中蔬菜类引发事

件起数最多,集中分布在人口密集、农作物种植多

的华南、华东、华中以及西南地区;除西北地区外,
粮食类引发事件起数均低于蔬菜类,这可能与西北

地区居民喜食面食、 少食蔬菜的饮食习惯有关;
　 　 　 　

表 8　 不同原因食品-中毒因素-引发环节事件数归因分布

Table
 

8　 Attribu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food
 

poisoning
 

events
 

caused
 

by
 

different
 

causes

原因食品

有机磷类 氨基甲酸酯类 菊酯类 除草剂 氟化物

农药
残留

加工
不当

储存
不当

误食
误用

农药
残留

加工
不当

储存
不当

误食
误用

农药
残留

加工
不当

储存
不当

误食
误用

农药
残留

加工
不当

储存
不当

误食
误用

农药
残留

加工
不当

储存
不当

误食
误用

蔬菜类 64 35 1 1 1 0 0 0 4 1 0 0 8 1 0 0 1 1 1 0
粮食类 14 3 10 10 0 0 0 9 0 0 1 1 0 2 1 0 0 0 0 3
水果类 20 0 0 0 4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肉类 6 0 1 7 2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表 9　 不同地区-原因食品-中毒因素事件数归因分布

Table
 

9　 Attribu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food
 

poisoning
 

ev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地区

蔬菜类 粮食类 水果类 肉类

有机
磷类

氨基
甲酸
酯类

菊酯
类

除草
剂

氟化
物

杀菌
剂

有机
磷类

氨基
甲酸
酯类

菊酯
类

除草
剂

氟化
物

杀菌
剂

有机
磷类

氨基
甲酸
酯类

菊酯
类

除草
剂

氟化
物

杀菌
剂

有机
磷类

氨基
甲酸
酯类

菊酯
类

除草
剂

氟化
物

杀菌
剂

华南 49 0 3 0 0 0 15 0 0 0 0 0 15 1 0 0 0 1 7 0 0 0 0 0
华东 36 4 0 4 0 0 9 3 0 1 1 0 0 7 0 1 0 0 1 1 0 0 0 0
华中 22 0 1 1 0 0 11 2 1 0 1 0 5 0 0 2 0 0 5 0 0 1 0 0
西南 11 1 0 3 2 0 5 0 1 1 1 0 2 0 1 1 0 1 3 0 0 0 0 0
华北 8 0 1 1 0 0 7 4 0 1 0 0 1 3 0 0 0 0 1 1 0 0 0 0
东北 6 0 0 2 0 0 5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西北 0 0 0 0 0 0 1 3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蔬菜类、粮食类等食品中有机磷类农药引发食源性

农药中毒事件最多,这与有机磷类农药被广泛的用

于农作物的杀虫除害有关 [ 4] 。
食源性农药中毒的发生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

性,一旦在农药使用、食品加工、储存等方面出现漏

洞,会大大增加引发农药中毒的发病风险。 从食源

性农药中毒的不同原因食品-中毒因素-引发环节事

件来看,有机磷类农药残留所引发的事件 361 起,主
要是由于空心菜等叶类菜的农药残留超标和加工

不当导致,空心菜是广受欢迎的可口蔬菜,在种植

过程中易生害虫,导致有机磷类农药使用量高,而

空心菜本身不易清洗,一般不加热凉拌食用,大大

的增加了农药残留中毒的风险,因食用空心菜导致

有机磷农药中毒的事件频频发生 [ 5-7] 。 因此在食用

空心菜等蔬菜时,应注意加热,加热可以分解部分

农药,同时,要遵循一洗、二浸、三烫、四炒的方式处

理蔬菜,降低食源性农药中毒的风险 [ 8] 。 同时,本

研究对于不同地区-原因食品-中毒因素三维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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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机磷类农药致病事件在全国的七个地区中均

有发生,尤其以华南地区蔬菜类中有机磷类农药致

病起数居首位,共 49 起,这可能与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泛种植空心菜,且喜食空心菜有关。
本研究通过结合国家监测数据以及文献数

据 [ 9-13] ,与既往的文献相比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食源性农药中毒的原因以及

发病特点,通过将发生地区、发生场所、引发环节、
原因食品、中毒因素等联系,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

发现食源性农药中毒的危险因素,特别是分时间

段分析中毒事件,更能够提供相对及时的信息,为
我国 制 定 食 源 性 农 药 中 毒 防 治 策 略 提 供 科 学

依据。
志谢:谨向全国各级疾控中心参与食源性疾病

监测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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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对 2015—2019 年贵阳市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的整理分析,掌握本地区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特

点和规律。 方法 　 按发病的时间、年龄、职业、发生场所、食品包装方式及地区分布等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5—2019 年,贵阳市监测医院共报告食源性疾 病 病 例 4

 

335 例。 6—10 月 为 食 源 性 疾 病 的 高 发 期,占

59. 22%(2
 

567 / 4
 

335);婴幼 儿 和 农 民 是 食 源 性 疾 病 的 高 危 人 群,年 龄 段 主 要 集 中 在 0 ~ 3 岁 和 18 ~ 59 岁,占

71. 79%(3
 

112 / 4
 

335);发生场所以家庭为主,占 67. 14%(2
 

785 / 4
 

148),其次为餐饮服务机构。 食品加工及包装方

式以家庭自制居多,占 48. 29%(2
 

006 / 4
 

154);食品种类以混合食品占首位,占 34. 11% (1
 

417 / 4
 

154),其次为菌类

及其制品 25. 16%(1
 

045 / 4
 

154)。 贵阳市辖区内报告病例数排前 3 位是南明区、花溪区、云岩区,共占比 50. 77%
(2

 

201 / 4
 

335)。 结论 　 贵阳市食源性疾病高温季节高发,家庭和餐饮服务机构为高危场所,应进一步针对性做好

食品安全监管和健康宣传教育,可有效地预防控制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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