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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 2009 年第四季度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2009 年第四季度，我部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直报系统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以下简称食物中毒事件) 报告 46 起，中毒 2145 人，死亡 18 人。与 2008 年同期相比，报告起数、中毒人

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25. 8%、20% 和 51. 4%。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 一) 按月份报告情况。

月 份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10 27 1346 11
11 6 205 3
12 13 594 4

合 计 46 2145 18

第四季度，10 月份报告的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报告中毒人数的 62. 8% 和 死 亡 人 数 的

61. 1%。
( 二) 按中毒原因分类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19 1371 1

化学性 6 97 6

有毒动植物 19 642 10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2 35 1

合 计 46 2145 18

第 四 季 度，有 毒 动 植 物 食 物 中 毒 事 件 的 报 告 起 数 和 死 亡 人 数 最 多，分 别 占 总 报 告 起 数 和 死 亡 人 数 的

41. 3% 和 55. 6%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中毒人数最多，占总中毒人数的 63. 9%。
与 2008 年同期相比，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5. 6%、15. 6% ，死亡人数

增加 1 人;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57. 1%、54. 2%、62. 5% ;有毒动

植物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29. 6%、43. 7%、47. 4%。
( 三) 按食物中毒发生场所分类情况。

中毒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13 605 0

家 庭 18 729 17

饮食服务单位 9 568 0

其他场所 6 243 1

合 计 46 2145 18

第四季度，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多，分别占总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的 39. 1%、34. 0% 和 94. 4%。

与 2008 年同期相比，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31. 6%、45. 8% ，

死亡人数减少 3 人;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33. 3%、45. 3% ，中毒人数

增加 45. 8% ;发生在饮食服务单位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10. 0%、25. 5% ，均无死

亡;发生在其他场所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不变，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19.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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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学生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3 166 0

有毒动植物 6 281 0

合 计 9 447 0

第四季度，共发生学生食物中毒事件 9 起，中毒 447 人，无死亡。其中 7 起发生于学校集体食堂，中毒

341 人。学生食物中毒事件中，有毒动植物中毒人数最多，占总报告人数的 62. 9%。
与 2008 年同期相比，学生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减少 55. 0% ，中毒人数增加 63. 1% ，均无死亡。
( 五) 剧毒鼠药中毒情况。

中毒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家 庭 1 59 0

合 计 1 59 0

第四季度，全国共报告剧毒鼠药食物中毒事件 1 起，中毒 59 人，无死亡。剧毒鼠药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

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占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的 16. 7% 和 60. 8%。
与 2008 年同期相比，剧毒鼠药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减少 1 起，中毒人数增加 73. 5% ，死亡人数减

少 2 人。

二、食物中毒原因分析

( 一) 第四季度，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和死亡人数最多。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事件主要

以菜豆加热温度不够和误食毒蘑菇引起的中毒为主。
( 二) 第四季度，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多，分别占总报告起

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的 39. 1%、34. 0% 和 94. 4% ;与 2008 年同期相比中毒人数也增加 45. 8%。基层群

众食品安全意识淡薄，食品加工生熟不分、处理不当，食品交叉污染，是造成家庭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 一) 做好节日期间的食物中毒的预防控制工作 。春节临近，节日期间亲友聚餐、外出就餐等活动多且

频繁，各种节庆和游园活动以及旅游景区也推出特色风味饮食。因此，食品安全监管任务繁重，食物中毒预

防控制工作难度加大。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强化食品卫生安全综合协调和监管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和机构，

做好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人群的食品卫生安全监管，及早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和风险隐患，及时处理，防

范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在人员队伍、设备物资等方面做好准备，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及时有效开展医疗

救治和卫生应急调查处置工作，保障公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 二) 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食物中毒与公众 的 生 活、卫 生 习 惯 和 食 品 安 全 意 识 密 切 相

关。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结合当地居民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以及气候特点等，通过多种形式有针对性

地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增强公众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倡导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提高鉴别

有毒动植物的能力，掌握正确的食品加工方法，从而有效减少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卫生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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