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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 年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流行病学分析

田礼钦!滕臣刚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 苏州’!#/""$#

摘’要!目的’了解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流行病学特征和趋势# 方法’收集 !""#"!"#( 年苏州市各地报

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资料!并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 年共发生食源性疾病暴发 ($( 起!发

病 & !#( 人!无死亡病例# 总体呈下降趋势’食源性疾病暴发高峰期为第三季度!占总起数的 $%-).%#%#0($(&’食

源性疾病暴发多发生在集体用餐场所!占总起数的 /%-%.%#)$0($(&# 报告明确或可疑致病因子的 !#$ 起事故中

由微生物或可疑微生物引起的占 &"-#. %#/"0!#$&!毒素引起的占 #%-$. %(/0!#$&!化合物引起的占 #(-%.

%!)0!#$&# 在实验室检出致病因子的 #%3 起暴发事故中!3(-(.%#$"0#%3&的事故由 #" 种致病因子引起!其中副

溶血性弧菌导致的最多!达 %# 起%(%-(.&!发病人数达 # $(% 人# !"")"!"#( 年食源性暴发事故报告的 #") 起中

查明原因食品的共 &! 起%%%-#.&# 原因食品被归因为 / 类食品!分别为水产品%((-(.!!$0&!&$肉制品%!(-%.!

#&0&!&$其他食品%#/-(.!##0&!&$混合食品%#(-).!#"0&!&$蔬菜%#(-).!#"0&!&# 在暴发事故中较明确的致病

因子7食品组合有(红细胞凝集素和皂甙7蔬菜%菜豆&$毒蘑菇及其他植物毒素7野生植物$组胺和河鲀鱼毒素7水产

品$农药7蔬菜$亚硝酸盐7调味料$副溶血性弧菌7水产品$金黄色葡萄球菌7肉制品# 导致暴发的污染环节最多的是

交叉污染%$$-!.!/"0##(&# 结论’对苏州市 #( 年报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分析有利于加深对食源性疾病暴发流

行病学特征的了解!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利用此资料预防食品生产或经营中的污染!

减少食源性疾病发生# 完善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有助于提高报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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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BSDNMUQKRAKNKJ MBJ JKU:QAZSARKKZAJKYAEVECA:MVMBMVDUAUNMU:EBJI:SKJ9A&’40(’’TIQABC!""#7!""3" 4I]<EI +T+

QK:KARKJ ($( QKZEQSUE;;EEJ^EQBKJAUKMUKEIŜQKM[U" N<A:< QKUIVSKJ AB & !#( QKZEQSKJ :MUKUE;AVVBKUU" BEJKMS<9bEEJ^EQBK

JAUKMUKEIŜQKM[UNKQKQKZEQSKJ KRKQDDKMQNAS< MVMQCKZKM[ $$%-)." #%#0($(% ;QEYOIVDSE4KZSKŶ KQ9X<KVMQCKUS

EIŜQKM[UE::IQQKJ AB ABUSASISAEBMVUKSSABCU$ /%-%." #)$0($( %9,KZEQSABCQMSKE;;EEJ^EQBKJAUKMUKEIŜQKM[UNMU

JK:QKMUKJ JIQABCS<KUIQRKAVVMB:KZKQAEJ96UABCVK:EB;AQYKJ EQUIUZK:SKJ KSAEVECA:MCKBSNMUQKZEQSKJ ;EQ!#$ EIŜQKM[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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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EVECA:;M:SEQUNKQK:MIUKJ ^D#" KSAEVECA:;M:SEQU9X<KYEUSKSAEVECA:;M:SEQNMUA%+*%<7#*#8#):<&-;%$’($ (%-(.%"

N<A:< QKUIVSKJ AB # $(% :MUKU9TIQABC!"")7!"#( :EIVJ ^KMUUACBKJ SEEBKE;/ :EYYEJASD:MSKCEQAKU& MgIMSA:ZQEJI:S

$((-(." !$0&!%" YKMSMBJ ASUZQEJI:S$!(-%." #&0&!%" ES<KQU$#/-(." ##0&!%" ^VKBJKJ ;EEJU$#(-)." #"0&!%

MBJ RKCKSM̂VKU$#(-)." #"0&!%9X<KZMS<ECKB7:EYYEJASDZMAQUYEUS:EYYEBVDQKUZEBUÂVK;EQEIŜQKM[UNKQKU:EŶ QEAJ

SEPAB7<AUSMYABK$EQZI;;KQ;AU< SKSQEJESEPAB% MBJ ;AU<" EQCMBEZ<EUZ<EQIUMBJ BMSIQMVZVMBSSEPA:7;QIASU0RKCKSM̂VKU" BASQASK7

UKMUEBABC" A%+*%<7#*#8#):<&-;%$’(MBJ MgIMSA:ZQEJI:S9B,$.04’),$’6BMVDUAUE;;EEJ^EQBKJAUKMUKEIŜQKM[ ABRKUSACMSAEBU

QKZEQSKJ ZQERAJKUAB;EQYMSAEB S<MSKB<MB:KUIBJKQUSMBJABCE;S<KKZAJKYAEVECDE;;EEJ^EQBKJAUKMUKAB 4I]<EI9X<K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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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JABCUIBJKQVABKS<KAYZEQSMB:KE;SMQCKSKJ ZQKRKBSAEB YKMUIQKU;EQS<KUZK:A;A:;EEJUS<MSMQKMUUE:AMSKJ NAS< S<KYEUS

EIŜQKM[UMBJ AVVBKUUKU9dEUS;EEJ^EQBKAVVBKUUKUMQKZQKRKBSM̂VK" MBJ SAYKVDABRKUSACMSAEB MBJ QKZEQSABCE;;EEJ^EQBK

JAUKMUKEIŜQKM[UZQERAJKUAB;EQYMSAEB S<MSYAC<S<KVZ SEQKJI:K;EEJ^EQBKAVVBKUUKU9*KQ;K:SQKZEQSAB;EQYMSAEB YMBMCKYKBS

UDUSKY:MB AYZQERKEIŜQKM[ QKZEQSABC9

C&2 D,31’& bEEJ^EQBKJAUKMUK# EIŜQKM[# KZAJKYAEVECA:MVMBMVDUAU# ZQKRKBSAEB YKMUIQKU

’’为了解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发生情况’流
行病学特点和趋势以及防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控
制和减少食源性疾病暴发和改善监控系统的建议"
对 !""#!!"#( 年发生在苏州市范围内各地报告的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进行分析*

#’资料与方法
#-#’定义和资料来源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是由摄入共同食物引起
的 ! 人或 ! 人以上发病的事故 (#) * 资料来源于
!""#!!"#( 年苏州市食源性暴发事故报告和调查
报告"!""#!!""3 年为纸质报告"!"")!!"#( 年为
省和国家网络报告* 本文中的资料包括确诊病因
的发病 # 人的事故*
#-!’方法

按年’月’地区’场所’致病因子’原因食品类
别’污染环节统计暴发事故数和发病人数以及构成
比* 统计基于每年人口数的暴发事故的报告率
$6>,,%和发病率* 以控制监控系统中报告的人为
因素的影响"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
$6*+%来评估监控期间发生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
的变化趋势 (!) &

/!0k$/BCC:IQQDQ7/BCCZQKDQ%0/BCCZQKDQ
公式中 /BCC:IQQDQ指当年度暴发起数0百万

人"/BCCZQKDQU是前一年暴发起数0百万人*
分别取前一半监控期 $!""#!!""& 年%和后一

半监控期$!""3!!"#( 年%6*+的中位数进行比较"
客观反映 #( 年来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变化趋势*

按致病因子和原因食品分别统计查明率* 按
肉禽制品’水产品’果蔬’混合食品和不明食品 / 类
归因食品计算构成比和主要致病因子的原因食品
的构成比* 按致病因子计算不同场所的构成比*
#-(’统计学分析

用 _P:KV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整理"采用
4*44 #& 进行四分位数和卡方检验等统计分析"!1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暴发情况

!""#!!"#( 年苏州市共报告发生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故 ($( 起"发病人数 & !#( 人"无死亡病例*
报告的年均事故发生率为 !-$ 起0百万人"最低为
!"#! 年的 "-) 起0百万人"最高为 !""( 年的 /-# 起0
百万人#年均发病率为 /-# 人0#" 万人* 平均每起
暴发的发病人数 !# 人"见表 #*

全年以第三季度发生暴发起数最多"共 #%# 起"
占总起数的 $%-).$#%#0($(%"发病人数达 /#-%.
$( &#)0& !#(%$!1"-"/%"见表 !*

表 #’!""#!!"#( 年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情况
XM̂VK#’LB:AJKB:KE;;EEJ^EQBKJAUKMUKEIŜQKM[ AB 4I]<EI ;QEY!""# SE!"#(

年份
人口数
0百万人

暴发
起数0起

发生率
0$起0百万人%

发病
人数0人

发病率
0$人0#" 万人%

平均每
起人数0人

原因查
明数0起

!""# %-3% #! #-& $!# %-# (/ 3

!""! &-// !" !-% &!) )-& (% #(

!""( 3-/" $( /-# # ""/ ##-3 !( #&

!""$ )-!3 !3 (-" &#3 &-& !% #%

!""/ )-3% #/ #-/ $(! $-$ !) ##

!""% ##-#$ (! !-) %/3 /-) !# !"

!""& #!-") !) !-$ 3(%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合计 #$#-!$ ($( ! & !#( ! ! !#$

注&!表示不需要计算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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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苏州市各季度食源性疾病暴发情况
XM̂VK!’4KMUEBMVZQE;AVKE;;EEJ^EQBKJAUKMUKEIŜQKM[

AB 4I]<EI ;QEY!""# SE!"#(
季度 暴发起数0起 构成比0. 发病人数0人 构成比0.

第一季度 /( #/-/ # "/# #$-%

第二季度 3% !/-# # %/# !!-)

第三季度 #%# $%-) ( &#) /#-%

第四季度 $( #!-/ &)! ##-"

!-!’报告情况
!""#!!""& 年全市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年度变

化百分比的中位数为 #&-/."!""3!!"#( 年中位数
为 l(/-(.$见表 (%* 说明 #( 年来全市食源性疾
病暴发总的发生率为下降趋势*

表 (’!""#!!""& 年和 !""3!!"#( 年食源性疾病

暴发的年度变化百分比
XM̂VK(’6BBIMVZKQ:KBSMCK:<MBCKE;;EEJ^EQBKJAUKMUK

EIŜQKM[ ;QEY!""# SE!""& MBJ ;QEY!""3 SE!"#(

阶段 年份
发生率

0$起0百万人%
/!0
0.

中位数
0.

前阶段

后阶段

!""# #-& !
!""! !-% /#-$"
!""( /-# )#-""
!""$ (-" l$"-$"
!""/ #-/ l$)-%"
!""% !-) 33-3"
!""& !-$ l#%-/"
!""3 $-/ !
!"") !-& l$"-&"
!"#" #-& l(/-("
!"## #-" l$!-!"
!"#! "-) l3-%"
!"#( !-! #$"-&"

#&-/"

l(/-("

注&!表示以 !""#"!""3 年为计算 6*+起始年份基数

’’全市 #" 个行政辖区 #( 年中各地报告起数不等
$#( q&/ 起"中位数为 (/ 起%* 平均每年各地报告
! 起$中位数 #-)%* !""( 年与 !""3 年报告数呈现
两个高峰"见图 #*

图 #’!""#!!"#( 年苏州市 #" 个地区每年食源性

暴发起数中位数和四分位数
bACIQK#’dKJAMB MBJ gIMQSAVKE;;EEJ^EQBKJAUKMUKEIŜQKM[

:MUKBIŶ KQUAB #" :EIBSAUE;4I]<EI ;QEY!""# SE!"#(

!-(’致病因子
在 ($( 起事故中报告明确或可疑$根据流行病

学调查资料和临床表现判定的 % 的致病因子有
!#$ 起$%!-$.%"其中由微生物或可疑微生物引起
的占 &"-#. $ #/"0!#$ %" 毒 素 引 起 的 占 #%-$.
$(/0!#$ %" 化 合 物 引 起 的 占 #(-%. $ !)0!#$ %*
#%3 起明确致病因子的事故中 3(-(.$#$"0#%3%是
由 #" 种致病因子引起的* 它们是副溶血性弧菌
$(%-(." %#0#%3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 3-(."
#$0#%3%’红细胞凝集素和皂甙$&-#."#!0#%3%’组
胺$%-"."#"0#%3%’沙门菌$(-%."%0#%3%’亚硝酸
盐$&-#."#!0#%3%’变形杆菌$(-"."/0#%3%’溶藻
弧菌$(-"."/0#%3%’毒蘑菇 $(-"."/0#%3%’有机
磷$%-"."#"0#%3%* 其中副溶血性弧菌导致的最
多"达 %# 起"发病人数达 # $(% 人"分别占发病人数
的 $(-$.$# $(%0( (##%"见表 $*

表 $’!""#!!"#( 年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致病因素情况
XM̂VK$’*MS<ECKBA:;M:SEQUE;;EEJ^EQBKJAUKMUKEIŜQKM[

AB 4I]<EI ;QEY!""# SE!"#(

分类 致病因子
暴发
起数0起

构成比
0.

发病
人数0人

构成比
0.

微生物

毒素

化合物

不明原因
合计

副溶血性弧菌 %# #&-3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沙门菌 % #-& #(3 #-)

变形杆菌 / #-/ #$# !-"

溶藻弧菌 / #-/ ##% #-%

蜡样芽胞杆菌 ( "-) $& "-&

嗜水气单胞菌 ( "-) (" "-$

致泻性大肠埃希菌 ( "-) () "-/

河弧菌 ! "-% $$ "-%

志贺菌 # "-( !/ "-(

化脓性球菌 # "-( & "-#

诺如病毒 # "-( (& "-/

可疑微生物 $/ #(-# # "$# #$-$

红细胞凝集素和皂甙 #! (-/ ($3 $-3

组胺 #" !-) #%( !-(

毒蘑菇 / #-/ #$ "-!

其他植物毒素桐酸 $ #-! (& "-/

动物毒素 ! "-% /3 "-3

河鲀鱼 # "-( # "-"

霉菌毒素 # "-( ) "-#

亚硝酸盐 #! (-/ %) #-"

有机磷 #" !-) !$" (-(

瘦肉精 / #-/ /& "-3

毒鼠强 # "-( ( "-"

可疑农药 # "-( !3 "-$
#!) (&-% ! 3(( ()-(
($( #""-" & !#( #""-"

’’#( 年中报告的致病原因查明率平均为 %!-$."
并逐年改善"从 !""# 年的 %%-&.上升到 !"#( 年的
#"".$!1"-""#"见图 !%*

!""#!!"#( 年每年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暴发有明显的时间分布差异"/ 月份后暴发数迅速
升高"至 3 月为最高* 原因不明的暴发分布曲线与
微生物性暴发分布曲线几乎一致"表明未查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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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

因子查明率
bACIQK!’*MS<ECKBA:;M:SEQ:EB;AQYMSAEB QMSKE;;EEJ^EQBK

JAUKMUKEIŜQKM[ AB 4I]<EI ;QEY!""# SE!"#(

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大多是由微生物因子导致
的* 动植物和化合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没有
明显的时间性"虽然一般毒蕈中毒夏秋季多见"但
苏州为低发地区"#( 年中仅发生 / 起"表现不出季
节性特点"见图 (*
!-$’暴发场所

!""#!!"#( 年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场所主
要是单位食堂$(3-3.%’餐饮单位$!$-3.%’家庭
$#3-&.%’送餐单位$#!-/.%’学校$/-!.%"其中
单位食堂’送餐单位’学校 ( 类集体用餐场所的暴发
起数占总起数的 /%-%.$#)$0($(%"人数占总发病
人数的 %/-&.$$ &(&0& !#(%"见表 /* 家庭中主要
是自办+红白,喜事宴席造成* 集体用餐单位的每
起平均发病人数比餐饮单位和家庭多$!1"-"/%*

微生物性暴发以单位食堂’餐饮单位’家庭’送
’’’

图 (’!""#!!"#( 年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

不同致病菌因子月份分布
bACIQK(’TAUSQÂISAEB E;ZMS<ECKBA:;M:SEQAB #! YEBS<U

E;;EEJ^EQBKJAUKMUKEIŜQKM[ AB 4I]<EI ;QEY!""# SE!"#(

表 /’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场所分布情况
XM̂VK/’*QE;AVKE;;EEJ^EQBKJAUKMUKEIŜQKM[ UASKUAB 4I]<EI

场所
暴发起
数0起

构成比
0.

发病人
数0人

构成比
0.

每起病
人数0人

单位食堂 #(( (3-3 ! )&! $#-! !!
餐饮单位 3/ !$-3 # (!$ #3-$ #%
家庭 %$ #3-& # #/! #%-" #3
送餐单位 $( #!-/ # ("& #3-# ("
学校 #3 /-! $/3 %-( !/
合计 ($( #""-" & !#( #""-" ###

餐单位’学校等场所为主"动植物性毒素中毒主要
发生在单位食堂’送餐单位’家庭"化学物质中毒主
要发生在家庭和餐饮单位"见表 %*

表 %’不同致病因子在各类场所暴发的百分比$.%

XM̂VK%’*MS<ECKBA:;M:SEQZQE;AVKAB JA;;KQKBSUASKE;;EEJ^EQBKJAUKMUKEIŜQKM[
致病因子 餐饮单位 单位食堂 家庭 送餐单位 学校
微生物 &)-!$$! 0/(% %!-/$$/ 0&!% %#-3$($ 0//% &3-($#3 0!(% #""-""$## 0##%

动植物性毒素 #-)$# 0/(% !)-!$!# 0&!% #$-%$3 0//% !#-&$/ 0!(% "-""$" 0##%

化合物 #3-)$#" 0/(% 3-($% 0&!% !(-%$#( 0//% "-"$" 0!(% "-""$" 0##%

!-/’原因食品
!"")!!"#( 年食源性暴发事故共报告 #") 起"查

明原因的食品共 &! 起"查明率 %%-#.* / 年中食物
的查明率从 !"") 年的 $3-/.提高到 !"#( 年的
3!-3.$!1"-""#%* 将原因食品归因到 / 类食品"其
构成比大小依次为水产品$((-(."!$0&!%’肉制品
$!(-%."#&0&!%’其他食品$#/-(."##0&!%’混合食
’’’’

品$#(-)."#"0&!%’蔬菜$#(-)."#"0&!%"见表 &*
不同致病因子暴发事故中原因食品有所不同*

微生物性暴发事故中各类食品均有"肉禽制品占
!&-".$#&0%(%"水产品占 !"-%.$#(0%(%"混合食
品占 #/-).$#"0%(%#副溶血性弧菌暴发事故中水
产品占 !3-#.$)0(!%"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暴
发事故中肉禽制品占 !&-(. $(0##%* 毒素性暴发
’’’

表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查明原因的食品情况
XM̂VK&’bEEJ MU:EB;AQYKJ ZMS<ECKBA:;M:SEQE;;EEJ^EQBKJAUKMUKEIŜQKM[ ;QEY!"") SE!"#(

年份 肉及肉制品0起 水产品0起 蔬菜0起 其他食品0起 混合食品0起 查明率0.
!"") / $ " / ! $3-/$#% 0((%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3(-($#" 0#!%
!"#( ! #( / # ( 3!-3$!$ 0!)%
合计 #&$!(-%.% !$$((-(.% #"$#(-).% ##$#/-(.% #"$#(-).% %%-#$&! 0#")%

注&括号内数值为各原因食品起数占总查明原因食品起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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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中致病因子7食品组合比较明显"为红细胞凝集
素和皂甙7蔬菜$菜豆%’毒蘑菇及其他植物毒素7野生

植物’组胺和河鲀鱼毒素7水产品#化合物暴发事故中
农药7蔬菜’亚硝酸盐7调味料组合也很明显"见表 3*

表 3’!"")!!"#(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中不同致病因子的原因食品所占比例$.%

XM̂VK3’bEEJ ZQE;AVKE;JA;;KQKBSZMS<ECKBA:;M:SEQAB ;EEJ^EQBKJAUKMUKEIŜQKM[ ;QEY!"")7!"#(
致病因子 混合食品 肉禽制品 蔬菜 水产品 调味料 野生植物
微生物 #/-)$#" 0%(% !&-"$#& 0%(% #-%$# 0%(% !"-%$#( 0%(% "-"$" 0%(% "-"$" 0%(%

副溶血性弧菌 #/-%$/ 0(!% #3-3$% 0(!% (-#$# 0(!% !3-#$) 0(!% "-"$" 0(!% "-"$" 0(!%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 #3-!$! 0##% !&-($( 0##% "-"$" 0##% #3-!$! 0##% "-"$" 0##% "-"$" 0##%

亚硝酸盐 "-"$" 0$% "-"$" 0$% "-"$" 0$% "-"$" 0$% #""-"$$ 0$% "-"$" 0$%

有机磷 "-"$" 0#% "-"$" 0#% #""-"$# 0#% "-"$" 0#% "-"$" 0#% "-"$" 0#%

红细胞凝集素和皂甙$菜豆% "-"$" 0%% "-"$" 0%% #""-"$% 0%% "-"$" 0%% "-"$" 0%% "-"$" 0%%

毒蘑菇及其他植物毒素 "-"$" 0/% "-"$" 0/% !"-"$# 0/% "-"$" 0/% "-"$" 0/% 3"-"$$ 0/%

组胺和河鲀鱼毒素 "-"$" 0)% "-"$" 0)% "-"$" 0)% #""-"$) 0)% "-"$" 0)% "-"$" 0)%

’’在最多的 %# 起副溶血性弧菌暴发事故中主要
为不明原因食品$%/-%."$"0%#%’水产品$#$-3."
)0%#%’肉制品 $ )-3." %0%# %’混合食品 $ 3-!."
/0%#%’蔬菜$#-%."#0%#%*
!-%’暴发引发的原因$污染环节%

!""3!!"#( 年度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中查明
的引发原因依次为交叉污染 $$$-!."/"0##(%’加
工不 当 $ (/-$." $"0##( %’ 原 料 污 染 $ !%-/."
("0##(%’存储不当 $ !%-/." ("0##( %’误食误用
$#!-$."#$0##(%*

(’讨论
食源性疾病暴发是全市重要的公共卫生负担"

!""#!!"#( 年按人口比例报告的年均事故发生率
为 !-$ 起0百万人"年均发病率为 /-# 人0#" 万人*
通过计算食源性疾病暴发的 6*+以消除某些报告
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对前 & 年与后 % 年 6*+中位数
进行比较"反映出 #( 年来食源性疾病暴发呈下降趋
势* 季节性变化明显"每年第三季度为暴发高峰"
主要原因是细菌性暴发较多导致的* 这与李婷
婷 (() ’聂艳等 ($)报告的全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的时间
特点一致*

#( 年中食源性疾病暴发的致病因子和原因食品
的查明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 !"##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颁布-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规范.以
来原因查明率不断提高* 查明的致病因子有 &"-#.
$#/"0!#$%为微生物引起"其次为有毒动植物"再次是
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引起"与刘秀梅等(/)的分析基本一
致* 在实验室检出的致病因子中 (%-(.$%#0#%3%为
副溶血性弧菌"这与苏州市处于沿海地区有关*
/#-".$#&/0($(%报告为可疑的和不明原因的暴发事
故中未检测到致病因子"这与样品’标本的采集"送检
的及时性’正确性以及检测能力有关"如 !"#" 年前
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不能检测病毒* !"#( 年
查明的一起由当今全球流行的变异株诺如病毒 cLL9$

悉尼株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就是依赖于分子
实验室的建立(%7&) * 而近 #" 年来美国’日本的食源性
暴发事故中有(". q$".查明为病毒所致(37#") *

统计 !"")!!"#( 年查明原因食品的食源性暴发
事故中主要食品依次为水产品’肉禽制品’混合食品’
蔬菜’其他食品’野生植物* 水产品主要与动物性毒
素’微生物性暴发相关"肉禽制品和混合食品主要与
微生物性暴发相关"蔬菜等植物主要与有毒植物’农
药等中毒有关"其他食品主要与误用亚硝酸盐作为调
味料导致的中毒有关* 由于 ((-).$(&0#")%的暴发
事故未查明原因食品"食物归因分析受到了限制*
!""3 年以前的事故调查中未进行分析主要是缺乏原
因食品的资料"难以分析归因食物的变化*

#( 年中食源性疾病暴发场所 /%-%. $ #)$0
($(%在单位食堂’送餐单位’学校 ( 类集体用餐场
所"家庭暴发主要是未经培训的乡村厨师在缺乏卫
生条件的家中烹调菜肴"有关的家庭自办+红白,喜
事宴席 (##) *

上述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流行病学特征为
预防食源性疾病发生提供了参考* 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可针对重点季节’主要场所’重要食品’关键生
产加工环节加强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建立民间厨
师培训和资质制度"加大集体用餐’水产品’肉制品
制售单位的监督频率"突出对交叉污染的检查以及
亚硝酸盐的标志管理等* 食品生产经营者根据食
品和致病因子的特点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关键环节
的管理* 媒体通过食源性疾病及其原因的公益宣
传"增强消费者识别有毒植物的致病原因"掌握食
品加工制作’安全储存方法"改善不良的卫生习惯
和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食品安全法规定了疾控机构的流行病学调查
的职责"但没有监管职能"调查中往往得不到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和监管部门的积极配合"造成病人调
查和环境调查的脱节"影响暴发原因的及时查明"
因此应修改现有法律法规"明确食品安全事故调查



!""$!!"#( 年吉林省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分析!!!张迪"等 !%#)’’ !

中监管部门应协助调查"理顺各部门职责和调查处
理程序"原因调查应优先于责任调查* 同时加强调
查能力的储备"包括队伍建设’技能训练’检测设备
及其能力储备*

从每年的食源性疾病报告数来看"远低于美
国 (3) ’日本 ())和中国香港 (#!)报告水平"这与食源性
疾病报告的范围不同有关"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上报
的是食物中毒事件"缺少寄生虫性和人畜共患等食
源性疾病"也与漏报’少报’不报有关* 因此应完善
食源性疾病报告制度"寄生虫性’人畜共患等食源
性疾病暴发事故也应报告#将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
数作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考核指标"与政绩挂钩#
加强培训"科学规范处置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修
改完善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网络系统"从而提
高食源性疾病暴发事故报告的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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