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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和规律!为制定食源性疾病事件的预防控制策略提供

依据" 方法#收集 !..+*%$!Z 年南平市所辖 !$ 个县&市#区’上报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对事件归因变量进行统计!

回顾性的描述性分析" 结果#%$ 年间!南平市共报告食源性疾病事件 !+) 起!发病人数 % +Z! 人!死亡人数 )$ 人!

年均发病率 ’-!% 人/!$ 万!病死率为 !-".[" 食源性疾病事件的高发期为第三季度!+ 月份事件起数和死亡人数

最多" 报告事件起数和发病人数最多的为致病微生物事件!分别为 +$ 起& )"-)+[!+$/!+)’和 ! +,% 人& ,)-+,[!

! +,%/% +Z!’$其次为有毒植物性事件!分别为 ,, 起& "’-+Z[!,,/!+)’和 "!$ 人& !$-+$[!"!$/% +Z!’" 引发事件

的致病因子中!误食毒蕈共 ’’ 起&%.-+.[!’’/!+)’!副溶血性弧菌污染共 %" 起&!%-’$[!%"/!+)’$毒蕈为主要致

死因子!死亡人数为 "’ 人&+Z-’$[!"’/)$’" 事件发生场所以家庭为主&".-!"[!Z%/!+)’!其中有毒植物性事件占
,,-,Z[&)+/Z%’$其次为宾馆饭店&%%-%+[!)!/!+)’!其中致病微生物事件占 +$-).[&""/)!’" 结论#南平市食

源性疾病事件的控制策略应针对高发时段#多发地区#易发场所和高危致病因子实施重点监管!建立有效的预警#

监测及政府监管机制!进一步遏制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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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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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
世界卫生组织"_TV#估算报告全球每年有多达 ,
亿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而患病%并有 )% 万人死
亡 ( %) * 而我国的情况更不容乐观%平均每 ,-’ 人中
就有 ! 人罹患食源性疾病 ( ") * 食源性疾病给公众
健康和福利以及经济造成的负担%是当今世界最突
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也是危害我国消费者健康
的常见公共卫生问题* 本研究通过对 !..+!%$!Z
年南平市发生的食源性疾病事件进行回顾性分析%
探讨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为食
源性疾病暴发的预防和控制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食源性疾病事件资料来源于 !..+!%$!Z 年南
平市所辖 !$ 个县"市’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
生防疫站#上报的事件调查档案* 其中 %$!! 年南
平市启动实施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要求
辖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出现 % 人及以上的同源食
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病例或者食源性疾病"包

括食物中毒#引起死亡的事件进行核实%所有处置
完毕的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事件进行数据
采集网络直报* %$!!!%$!Z 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
事件数据来源于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 人口
数据来源于南平市统计局提供的历年统计年鉴*
!-%#方法

采用 ‘82B?G?3>R̂2A@软件%对 !..+!%$!Z 年南
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的三间分布’原因食品’致病
因素’引发原因等归因变量进行统计%用描述性流
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基本情况

!..+!%$!Z 年南平市共报告食源性疾病事件
!+) 起%年均事件发生率为 "-%+ 起/百万%发病人数
共 % +Z! 人%年均发病率为 ’-!% 人/!$ 万%平均每起
发病人数为 !’-,$ 人%死亡人数共 )$ 人%病死率为
!-".[* 其中 %$!% 年发生食源性疾病事件的病死
率最高")-!Z[%"/Z%#%%$$" 年发病人数最多%%$$"
和 %$!Z 年上报事件起数相对较多%事件起数呈现年
段高低起伏%见表 !*

表 !#!..+!%$!Z 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情况
Q9N@A!#&AO?B>?33??DN?B:AD8GA9GAG8: =9:O8:;<8>F3B?I!..+ >?%$!Z

年份
人口总数
/百万

事件
起数

事件发生率
/百万

发病
人数

发病率
/!$ 万

平均每起
发病人数

死亡
人数

病死率
/[

!..+ %-..% ! " !-$$ ,+ %-%Z %%-,Z ! !-)Z
!... "-$!" ) % $-,, !$" "-)% ’!-’$ $ $-$$
%$$$ %-+!, , " !-$Z .) "-") "!-"" $ $-$$
%$$! %-+%$ $ Z %-)+ %.$ !$-%+ )!-)" ! $-")
%$$% %-+)$ $ !% )-%" !+Z ,-’+ !’-’+ ’ %-,Z
%$$" %-+,$ $ %. !$-!) ’%% !+-%’ !+-$$ !% %-"$
%$$) %-+Z$ $ !Z ’-.% ))! !’-"Z %’-.) , !-",
%$$’ %-++$ $ Z %-)" %%Z Z-++ "%-)" $ $-$$
%$$, %-++$ $ ! $-"’ %" $-+$ %"-$$ $ $-$$
%$$Z %-++$ $ ! $-"’ %! $-Z" %!-$$ $ $-$$
%$$+ %-+.$ $ ! $-"’ ’ $-!Z ’-$$ $ $-$$
%$$. %-.!+ , ) !-"Z "! !-$, Z-Z’ $ $-$$
%$!$ %-.%+ . ! $-") %! $-Z% %!-$$ $ $-$$
%$!! %-,)’ ’ , %-%Z Z’ %-+" !%-’$ ! !-""
%$!% %-,’$ $ !! )-!’ Z% %-Z% ,-’’ " )-!Z
%$!" %-,’, $ , %-%, +" "-!% !"-+" $ $-$$
%$!) %-,)’ . !% )-’) !’$ ’-,Z !%-’$ $ $-$$
%$!’ %-,%$ $ . "-)) Z" %-Z. +-!! " )-!!
%$!, %-,)$ $ %$ Z-’+ !,% ,-!) +-!$ ’ "-$.
%$!Z %-,,$ $ "% !%-$" %%" +-"+ ,-.Z " !-"’

合计 ’,-!$Z % !+) "-%+ % +Z!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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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布
南平市所辖 % 区 " 市 ’ 县%全市常住人口约 %,,

万人%!$个县"市’区#均有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其
中上报事件起数列前三位的县"市’区#为延平区’建
瓯市和邵武市%分别占上报事件总起数的 %"-"Z[
")"/!+)#’!,-+’[""!/!+)#和 !%-’$["%"/!+)#&出
现死亡病例较多县"市’区#依次为邵武市’建瓯市和
建阳 区%分 别 占 上 报 死 亡 病 例 总 数 的 "’-$$[
"!)/)$#’%$-$$["+/)$#和 !Z-’$["Z/)$#%见表 %*

表 %#!..+!%$!Z 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地区分布情况

Q9N@A%#&A;8?:9@D8G>B8NL>8?: ?33??DN?B:AD8GA9GA

AMA:>G8: =9:O8:;<8>F3B?I!..+ >?%$!Z
地区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延平区 )" "%"-"Z# ,+! "%"-Z%# $ "$-$$#

建阳区 %! "!!-)!# %ZZ ".-,’# Z "!Z-’$#

邵武市 %" "!%-’$# !%Z ")-)%# !) ""’-$$#

武夷山市 !! "’-.+# !’’ "’-)$# $ "$-$$#

建瓯市 "! "!,-+’# ’), "!.-$%# + "%$-$$#

顺昌县 Z ""-+$# "$$ "!$-)’# $ "$-$$#

浦城县 + ")-"’# !)! ")-.!# ! "%-’$#

光泽县 %! "!!-)!# %%, "Z-+Z# ) "!$-$$#

松溪县 + ")-"’# %"$ "+-$!# ! "%-’$#

政和县 !! "’-.+# !++ ",-’’# ’ "!%-’$#

合计 !+) "!$$-$$# % +Z! "!$$-$$# )$ "!$$-$$#

%-"#时间分布
食源性疾病事件高发季节主要集中于 Zf. 月

份%共上报事件 !$" 起%占事件总起数的 ’’-.+[
"!$"/!+)#%死亡人数为 ") 人%占总死亡人数的
+’-$$["")/)$#%见表 "*

表 "#!..+!%$!Z 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时间分布

Q9N@A"#Q8IAD8G>B8NL>8?: ?33??DN?B:AD8GA9GAAMA:>G

8: =9:O8:;3B?I!..+ >?%$!Z
月份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 月 % "!-$.# )’ "!-’Z# $ "$-$$#
% 月 Z ""-+$# +" "%-+.# ) "!$-$$#
" 月 " "!-,"# "" "!-!’# $ "$-$$#
) 月 !% ",-’%# %!’ "Z-).# $ "$-$$#
’ 月 !% ",-’%# "’+ "!%-)Z# % "’-$$#
, 月 %% "!!-.,# "!’ "!$-.Z# $ "$-$$#
Z 月 %) "!"-$)# %.$ "!$-!$# " "Z-’$#
+ 月 ). "%,-,"# ’"Z "!+-Z$# %) ",$-$$#
. 月 "$ "!,-"$# ,%! "%!-,"# Z "!Z-’$#
!$ 月 !) "Z-,!# %,Z ".-"$# $ "$-$$#
!! 月 ’ "%-Z%# Z! "%-)Z# $ "$-$$#
!% 月 ) "%-!Z# ", "!-%’# $ "$-$$#

合计 !+) "!$$-$$# % +Z! "!$$-$$# )$ "!$$-$$#

%-)#原因食品
上报的 !+) 起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查明致病原

因食品的事件有 !’’ 起%占上报事件总起数的
+)-%)["!’’/!+)#* 原因食品分布中%进食毒蕈类
致病的事件起数最多%占 %.-+.["’’/!+)#&其次是
水产及其制品和肉 及肉制品% 分别占 !’-%%[

"%+/!+)#和 !"-$)[" %)/!+)#* 从发病人数看%肉
及 肉 制 品 所 致 发 病 人 数 最 多% 占 !+-),[
"’"$/% +Z! #&其次为水产及其制品%占 !Z-’.[
"’$’/% +Z!#* 主要造成中毒致死病例的原因食品
为毒蕈类%占 +Z-’$[""’/)$#&其次是水产及其制
品%占 ’-$$["%/)$#%见表 )*

表 )#!..+!%$!Z 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原因食品分析

Q9N@A)#C??D 9:9@FG8G?3>4A29LGAG?33??DN?B:A

D8GA9GAG8: =9:O8:;<8>F3B?I!..+ >?%$!Z

原因食品
事件起数
"[#

发病人数
"[#

死亡人数
"[#

毒蕈类 ’’ "%.-+.# %"+ "+-%.# "’ "+Z-’$#

水产及其制品 %+ "!’-%%# ’$’ "!Z-’.# % "’-$$#

肉及肉制品 %) "!"-$)# ’"$ "!+-),# ! "%-’$#

果蔬及其制品 !) "Z-,!# !)) "’-$%# ! "%-’$#

混合食品"包含多种食材# !! "’-.+# !)% ")-.’# $ "$-$$#

米面及其制品 , ""-%,# !"+ ")-+!# $ "$-$$#

豆制品 ’ "%-Z%# !!" ""-.)# ! "%-’$#

桐油子 ) "%-!Z# )% "!-),# $ "$-$$#

中草药 " "!-,"# . "$-"!# $ "$-$$#

乳制品 % "!-$.# %!$ "Z-"!# $ "$-$$#

植物油 ! "$-’)# ’, "!-.’# $ "$-$$#

烘焙制品 ! "$-’)# "% "!-!!# $ "$-$$#

饮料类 ! "$-’)# " "$-!$# $ "$-$$#

不明原因食品 %. "!’-Z,# Z$. "%)-Z$# $ "$-$$#

合计 !+) "!$$-$$# % +Z! "!$$-$$# )$ "!$$-$$#

%-’#致病因素
上报的 !+) 起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明确事件致

病因素的有 !"$ 起%占上报事件总起数的 Z$-,’[
"!"$/!+)#* 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有毒植物及其
毒素’化学污染物三类致病因素所致事件起数分别
占 )"-)+[" +$/!+)#’ "’-+Z[" ,,/!+)# 和 .-Z+[
"!+/!+)#* 引发事件的致病因子中%毒蕈导致的事
件起数最多%占 %.-+.["’’/!+)#&其次为副溶血性
弧菌%占 !%-’$["%"/!+)#* 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
所致发病人数占发病总人数的 ,)-+,["! +,%/% +Z!#%
其中 "%-%%[",$$/! +,%#的病例由副溶血性弧菌所
致* 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致病因子为毒蕈%占
+Z-’$[""’/)$#&其次为河鲀鱼%占 ’-$$["%/)$#%
见表 ’*
%-,#引发原因

从引发事件的原因分析%因误食误用所引起的
食源性疾病事件起数最多%占 ),-%$["+’/!+)#&其
次 是 污 染 变 质 和 加 工 不 当% 分 别 占 %’-$$[
"),/!+)#和 !%-’$["%"/!+)#* 导致发病人数最多
的引发因素为污染变质%占发病总人数的 ))-.Z[*
而致死病例最多的原因是误食误用%占死亡病例的
.’-$$[%见表 ,*
%-Z#发生场所

从事件发生场所看%居首位的为家庭%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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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Z 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致病因素分析
Q9N@A’#(:9@FG8G?3O9>4?;A:82392>?BG?33??DN?B:A

D8GA9GAG8: =9:O8:;<8>F3B?I!..+ >?%$!Z
致病因素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化学污染物

有毒动物及其毒素

有毒植物及其毒素

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

不明因素
合计

有机磷 !! "’-.+# %). "+-,Z# ! "%-’$#

瘦肉精 " "!-,"# ,, "%-"$# $ "$-$$#

毒鼠强 " "!-,"# !" "$-)’# ! "%-’$#

福尔马林 ! "$-’)# "" "!-!’# $ "$-$$#

河鲀鱼"河鲀毒素# " "!-,"# !% "$-)%# % "’-$$#

石斑鱼籽"雪卡毒素# ! "$-’)# " "$-!$# $ "$-$$#

鲎"类河鲀毒素# ! "$-’)# % "$-$Z# $ "$-$$#

毒蕈 ’’ "%.-+.# %"+ "+-%.# "’ "+Z-’$#

桐油果 ) "%-!Z# )% "!-),# $ "$-$$#

中草药 " "!-,"# . "$-"!# $ "$-$$#

苦葫芦"碱糖甙毒素# % "!-$.# !, "$-’,# ! "%-’$#

变质菠萝"菠萝蛋白酶# ! "$-’)# % "$-$Z# $ "$-$$#

黑木耳"米酵菌酸# ! "$-’)# " "$-!$# $ "$-$$#

副溶血性弧菌 %" "!%-’$# ,$$ "%$-.$# $ "$-$$#

沙门菌 Z ""-+$# !,Z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 ’ "%-Z%# ,, "%-"$# $ "$-$$#

变形杆菌 % "!-$.# )’ "!-’Z# $ "$-$$#

大肠埃希菌 % "!-$.# Z, "%-,’# $ "$-$$#

肺炎柯雷伯菌 ! "$-’)# )+ "!-,Z# $ "$-$$#

福氏志贺菌 ! "$-’)# !, "$-’,# $ "$-$$#

不明 ". "%!-%$# +)) "%.-)$# $ "$-$$#
!’ "+-!’# "%! "!!-!+# $ "$-$$#
!+) "!$$-$$# % +Z! "!$$-$$# )$ "!$$-$$#

表 ,#!..+!%$!Z 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引发原因分析
Q9N@A,#(:9@FG8G?3>4A29LGAG?33??DN?B:AD8GA9GAG

8: =9:O8:;3B?I!..+ >?%$!Z
引发原因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误食误用 +’ "),-%$# ,)) "%%-)"# "+ ".’-$$#

污染变质 ), "%’-$$# ! %.! "))-.Z# $ "$-$$#

加工不当 %" "!%-’$# ),’ "!,-%$# ! "%-’$#

交叉污染 !" "Z-$Z# !Z) ",-$,# $ "$-$$#

存储不当 % "!-$.# "" "!-!’# $ "$-$$#

投毒 ! "$-’)# ") "!-!+# ! "%-’$#

原料污染 ! "$-’)# %. "!-$!# $ "$-$$#

原因不明 !" "Z-$Z# %$! "Z-$$# $ "$-$$#

合计 !+) "!$$-$$# % +Z! "!$$-$$# )$ "!$$-$$#

总起数的 ".-!"[" Z%/!+)#&其次分别为宾馆饭店
"%%-%+[%)!/!+)#’农村宴席 " +-Z$[%!,/!+)#’学
校",-’%[%!%/!+)#和学校食堂 " ,-’%[%!%/!+)#*
家庭 用 餐 引 起 的 食 源 性 疾 病 事 件 中% ,,-,Z[
")+/Z%#为有毒植物及其毒素所致%而宾馆饭店’农
村宴席’学校’学校食堂的事件则主要由致病微生
物及其毒素引起%见表 Z*

"#讨论
食源性疾病的漏报是公认的世界性问题%上报

的事件起数可能仅占实际发生的一小部分%实际发
###

表 Z#不同场所各致病因素导致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构成
Q9N@AZ#<?IO?G8>8?: ?33??DN?B:AD8GA9GAAMA:>G29LGAD NFM9B8?LGO9>4?;A:82392>?BG8: D833ABA:>O@92AG

发生场所
事件
起数

事件起数"[#

化学污染物 有毒动物及其毒素 有毒植物及其毒素 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 不明因素
家庭 Z% . "!%-’$# ’ ",-.)# )+ ",,-,Z# !$ "!"-+.# $ "$-$$#

宾馆饭店 )! % ")-++# $ "$-$$# ! "%-))# "" "+$-).# ’ "!%-%$#

农村宴席 !, % "!%-’$# $ "$-$$# ! ",-%’# !! ",+-Z’# % "!%-’$#

学校 !% % "!,-,Z# $ "$-$$# ) """-""# , "’$-$$# $ "$-$$#

学校食堂 !% ! "+-""# $ "$-$$# $ "$-$$# Z "’+-""# ) """-""#

工地食堂 Z $ "$-$$# $ "$-$$# , "+’-Z!# ! "!)-%.# $ "$-$$#

快餐店 Z $ "$-$$# $ "$-$$# ! "!)-%.# ) "’Z-!)# % "%+-’Z#

其他 , ! "!,-,Z# $ "$-$$# ’ "+"-""# $ "$-$$# $ "$-$$#

单位食堂 ) $ "$-$$# $ "$-$$# $ "$-$$# ) "!$$-$$# $ "$-$$#

街头摊点 " $ "$-$$# $ "$-$$# $ "$-$$# % ",,-,Z# ! """-""#

食品店 " ! """-""# $ "$-$$# $ "$-$$# % ",,-,Z# $ "$-$$#

食品超市 ! $ "$-$$# $ "$-$$# $ "$-$$# $ "$-$$# ! "!$$-$$#

合计 !+) !+ ".-Z+# ’ "%-Z%# ,, ""’-+Z#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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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R7V6&=(5VCCVVWTXYUR=R %$%$ 年第 "% 卷第 % 期

生的事件起数和发病人数远大于报告数* 据世界
卫生组织"_TV#估计%发达国家食源性疾病的漏报
率在 .$[以上%发展中国家的漏报率则为 .’[以
上%我国目前监测上报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数据仅为
实际发生的食源性疾病的冰山一角 ( )) * 据专家估
计%全国每年食源性疾病事件实际发生的数量可能
是目前报告数量的 %$ 倍以上 ( ’) * 由于我国食品安
全立法历程从 !..’ 年颁布的+食品卫生法,到 %$$.
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并在+食品安全法,实施过
程又经历两次修订%监管模式变化与部门职责多次
调整%食源性疾病事件调查处置涉及的相关部门各
方履职’各地落实联动协作’健全事件调查工作机
制等经历了多年磨合与完善过程%且事件监测主要
是被动监测%导致不是所有的事件都能被发现识别
与及时上报%所以事件的漏报现象较严重%是分析
数据时不容忽视的问题*

!...!%$!Z 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起数时
高时低%具有不稳定性%本研究从各年份食源性疾
病事件报告起数看%两个时间节点值得说明%一是
%$$"!%$$) 年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较之前有大幅
增加%主要是 %$$" 年国家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 ( ,)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加强了对食源
性疾病事件报告制度的管理和建设&二是 %$!) 年以
后报告总体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主要是南平市在
%$!) 年全面启动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要求辖区各
医疗机构一旦发现 % 例及以上具有共同暴露和症状
相似的食源性疾病病例%或出现 ! 例及以上死亡病
例的事件及时通报%经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核实调查
后网络上报%且近年将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纳入各
级政府食品安全工作绩效目标考核%对事件瞒报’
漏报和处置不力等指标进行考核%使得食源性疾病
事件的漏报’瞒报情况有所减少&因此%各相关部门
协同合作%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法,%持续加强推进
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建立普及应用具有良好效率
和管理水平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体系%对开展食
源性疾病的防控’提高事件报告率具有重要意义*

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位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
的前列%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公共
卫生问题* !...!%$!Z 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
年均发生率为 "-%+ 起/百万%高于浙江省金华市
"%-%) 起/百万# ( Z) %低于美国")-% 起/百万# ( +)等发
达国家报告的水平&病例年均发病率为 ’-!%人/!$ 万%

低于云南省普洱市"+-’. 人/!$ 万# ( .)和江苏省无
锡市" ,-%, 人/!$ 万# ( !$) %与江苏省苏州市 " ’-!$

人/!$ 万# ( !!)报道相近&病死率为 !-".[%略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 !-Z+[# ( !%*!") %远高于美国报告水平

"$-!)[# ( !)) *

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不同季节和月份发生的
概率存在较大差异%有明显的季节性%发病高峰在第
三季度%与全国的情况一致(!") %其中 + 月份事件起数
和死亡人数最多%死亡病例绝大多数因毒蕈中毒事件
导致%与全国毒蕈中毒高峰期一致(!’) * 这主要与夏
秋季全国气温高且湿度大’微生物致病菌繁殖速度
快’食品或食品原料容易腐败变质有关&同时%夏秋季
也是河鲀鱼’毒蕈等有毒动植物的收获期%且多以生
鲜饮食为主%易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本研究表明%重
点防控微生物性和有毒动植物"如毒蕈#的食源性疾
病事件应在第三季度予以进一步加强*

本研究事件归因分析显示%致病微生物及其毒
素仍是导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起数和发病人
数的首要原因%因致病微生物事件占总事件起数的
)"-)+[%发病人数平均占历年发病人数的 ,)-+,[%

高于江凯等 ( !")报告同期的全国均值"))-%![#%与
全国 ( ,%!%*!")调查情况相似&致病微生物事件以副溶
血性弧菌’沙门菌等污染为主* 有毒动植物是导致
事件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以误食毒蕈最多%

偶见河鲀鱼引发%而化学污染物致死事件极少%仅
发生于 %$$" 年以前%主要致死因子为有机磷和毒鼠
强* 食源性疾病事件大多为误食误用所致%其中误
食毒蕈一直以来为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致死病
例发生的主要原因%对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与
%$$’ 年以来全国统计食物中毒第一大致死因子相
同 ( !%*!") * 这与南平市地处福建省北部属山区%森林
覆盖率高%毒蕈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当地村民素有
采食毒蕈习俗相关%因此加大山区村民毒蕈相关知
识的健康教育力度’告诫村民勿采食蕈菌’加强南
平市常见毒蕈种类和中毒类型研究以指导临床早
期诊治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

此外%本研究显示事发场所以家庭发生为主%

与相关调查 ( .%!,)的特征相同%家庭的事件致病因素
主要为误食有毒植物性食物引起&其次为宾馆饭
店%主要为生产加工’储存及餐具消毒等环节控制
不严%造成致病微生物污染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
等所致&农村宴席也是食源性疾病事件的易发场
所%农村家宴加工场所条件简陋’设施不全%卫生条
件达不到要求%为造成此类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本研究统计发现%不明因素引发的食源性疾病
事件占 !’-Z,[%高于全国水平 " !%-,![# ( .) %事件
未能查明原因多为调查处置不及时’未能采集到关
键样品’缺失实验室证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能力
不够’不能发现真正的致病因素等%也与实验室缺
乏相关的检验设备和不具备检测能力%无法对可疑



!..+!%$!Z 年南平市食源性疾病事件流行病学特征分析!!!黄信有%等 !!+.## !

因子进行相关指标检测有关* 可见对食源性疾病
事件的归因调查工作仍面临较大的挑战%食源性疾
病事件的溯源工作仍是防制工作目前的难点*

为此%应继续完善依托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性
医院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立的食源性疾病监测
报告系统%通过对监测结果的分析研判%掌握南平
市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的规律和特点’主要致病因
素’流行环节和发病重点人群等%对事件的高发季
节和可能发生的动植物性食物中毒提前进行针对
性宣传教育%减少和预防同类事件再次发生%降低
伤害* 同时在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应对过程中%应继
续提升相关实验室的检测水平和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能力%做到及时预警和积极处置%尽早控制食源
性疾病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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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是否可以通过大强度的锻炼来提高抵抗力0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建方

首先要明确!居家健身不适宜进行长时间大强度锻炼" 在居家防疫期间!为确保运动安全有效!运动强

度必须适宜" 强度过低!没有锻炼效果!但是长时间大强度的运动!会导致身体机能失调!免疫功能下降!并

且运动损伤风险增加" 因此!特别忌讳平常不运动#锻炼搞突击" 居家健身运动强度适宜!主要表现是%运

动后感觉轻度的呼吸急促!周身微热!面色微红!内心感觉轻松愉快" 虽然稍微感觉有点疲乏!但是经过休

息以后可以消除!并且没有疼痛和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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