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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 年浙江省食源性疾病事件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陈江!章荣华!张荷香!齐小娟!朱大方!王绩凯!吕鹏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杭州";#&&’#$

摘"要!目的"分析 $&#&($&#$ 年浙江省食源性疾病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提出当前防控重点$ 方法"对
$&#&($&#$ 年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报告系统上报的食源性疾病事件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

$&#$ 年浙江省共上报食源性疾病事件 !’ 起$ 以微生物类事件为主!占 ’8:!c!其中又以副溶血性弧菌为最常见!

占 $;:$c&’ f! 月为食源性疾病事件高发月份!占 99:#c!微生物类事件夏秋季发生更为频繁!在确定的中毒食物

种类中!以肉与肉制品最多!且每个季度均较多!以副溶血性弧菌%非伤寒沙门菌污染为主&其次是水产品!在二%三

季度较多!主要是受到副溶血性弧菌污染&误食毒蕈%误将亚硝酸盐当成食盐等调味品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仍有

发生$ 结论"应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重点是肉与肉制品%水产品及亚硝酸盐的监管&落实食品安全健康教育!减少

蕈类中毒发生&防控的重点场所为宾馆饭店%集体食堂!重点类型为副溶血性弧菌等常见微生物污染事件$

关键词!食源性疾病& 浙江省& 流行病学分析& 食品安全

中图分类号!0#’’# 0#’’:; p#""文献标志码!6""文章编号!#&&7287’9$$&#’%&$2&#$&2&7
!"#&#&:#;’!&<=%>=?@%$&#’:&$:&&’

E@3*&43,2,63./2/-/2+’3’,11,,*5,0-&*3’&/’&3-.3*&-(’3-F%&83/-6 B0,93-.&10,4 GHIH (, GHIG
4F(*G.N/H" JF6*D0K/H2@EN" JF6*DF+2Y.N/H" 5\A.NK2=EN/" JFBMN2?N/H" [6*DG.2XN." Cl3+/H
$J@+=.N/H3LKQ./>.NO4+/-+L?KLM.,+N,+4K/-LKON/P 3L+Q+/-.K/" J@+=.N/HFN/H_@KE ;#&&’#" 4@./N%

75’(0/.(& "58&.(39&"1KN/NOV_+-@++S.P+T.KOKH.>NO>@NLN>-+L.,-.>,K??KKPUKL/+P.,+N,+./>.P+/-,./ J@+=.N/H3LKQ./>+
?LKT$&#& -K$&#$" N/P SLKQ.P+-@+SL+Q+/-.K/ N/P >K/-LKOSL.KL.-.+,%:&(%,*’"M+,>L.S-.Q++S.P+T.KOKH.>NON/NOV,.,WN,

S+L?KLT+P K/ -@+./>.P+/-,L+SKL-+P -@LKEH@ -@+/N-.K/NOL+SKL-./H,V,-+T?KL?KKPUKL/+P.,+N,+$?KKP SK.,K/./H% ./>.P+/-,./

J@+=.N/H?LKT$&#& -K$&#&%;&’)2(’"6-K-NOK?!’ ?KKPUKL/+P.,+N,+./>.P+/-,W+L+L+SKL-+P ./ J@+=.N/H?LKT$&#& -K

$&#$%1@+TN=KL.-VWN,>NE,+P UVT.>LKKLHN/.,T>K/-NT./N-.K/ $’8:!c%" ./ W@.>@ K+20+>G#0#=#(D>3F*+</)WN,-@+TK,-

>KTTK/ SN-@KH+/ $$;:$c%%bK,-?KKPUKL/+P.,+N,+./>.P+/-,K>>ELL+P U+-W++/ bNVN/P )+S-+TU+L$99:#c%" N/P -@+

./>.P+/>+K??KKPUKL/+P.,+N,+./>.P+/-,>NE,+P UVT.>LKKLHN/.,TS+NX+P ./ ,ETT+LN/P NE-ET/%]KL-@+N--L.UE-NUO+?KKP,K?

-@+?KKPUKL/+P.,+N,+./>.P+/-," T+N-N/P T+N-SLKPE>-,WN,-@+TK,->KTTK/ NLKE/P -@+V+NL%b+N-N/P T+N-SLKPE>-,W+L+

TN./OV>K/-NT./N-+P UVK+20+>G#0#=#(D>3F*+</)KL/K/2-VS@K.PNOJ#3D>,(33#?1@+,+>K/P >KTTK/ ?KKP W+L+NZEN-.>

SLKPE>-," W@.>@ W+L+TN./OV>K/-NT./N-+P UVK+20+>G#0#=#(D>3F*+</)" +,S+>.NOOV./ -@+,+>K/P N/P -@.LP ZENL-+L%1@+L+W+L+

?KKPUKL/+P.,+N,+./>.P+/-,>NE,+P UVSK.,K/KE,TE,@LKKTN/P T.,E,+K?/.-L.-+%<,-.2)’3,-"\-WN,/+>+,,NLV-K.TSLKQ+

-@+?KKP ,N?+-VTN/NH+T+/-" N/P -@+?K>E,W+L+T+N-N/P T+N-SLKPE>-," NZEN-.>SLKPE>-,N/P /.-L.-+%F+NO-@ +PE>N-.K/

,@KEOP U+>K/PE>-+P NUKE-?KKP ,N?+-V-KL+PE>./H?KKPUKL/+P.,+N,+./>.P+/-,UVSK.,K/KE,TE,@LKKT%0+,-NELN/-,N/P

>N/-++/,W+L+-@+X+VSON>+,?KL?KKPUKL/+P.,+N,+./>.P+/-,SL+Q+/-.K/ N/P >K/-LKO" N/P K+20+>G#0#=#(D>3F*+</)WN,-@+

TN=KLSN-@KH+/ -KW@.>@ TKL+N--+/-.K/ ,@KEOP U+SN.P ./ ?KKPUKL/+P.,+N,+./>.P+/-,SL+Q+/-.K/ N/P >K/-LKO%

=&+ >,0*’& ]KKPUKL/+P.,+N,+./>.P+/-,# J@+=.N/H3LKQ./>+# +S.P+T.KOKH.>NON/NOV,.,# ?KKP ,N?+-V

收稿日期!$&#72#$2#9

基金项目!浙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计划资助"$&##0’&&$##

作者简介!陈江"男"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食源性疾病监测"

(2TN.O’=>@+/^>P>%_=%>/

通讯作者!章荣华"男"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

(2TN.O’L@_@N/Ĥ >P>%_=%>/

""$&&!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颁布实
施后"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事件受到政府和社会

的高度关注"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为全面
掌握我国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情况"通过各地上报
收集包括符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在内的各级
别食源性疾病事件信息"$&#& 年国家层面在全国运
行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报告系统) 本文通过对
$&#&!$&#$ 年浙江省在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报
告系统中上报的事件进行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了解
浙江省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的基本情况*原因*因
素*场所及相关关系"提出当前防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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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浙江省
辖区范围内数据上报至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报
告系统中"经调查确认的食源性疾病事件) 食源性
疾病事件相关信息报告要求按照.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计划/ ’#(执行)
#:$"统计学方法

采用 )3)) #9:&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对食源性
疾病事件的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年浙江省食源性疾病事件基本概况

$&#& 年该报告系统为第一年运行"食源性疾病
事件报告数量最低"随着各级疾控机构对报告工作
的重视和对系统的熟悉"$&##*$&#$ 年食源性疾病
事件报告数量有所增加"$&#&!$&#$ 年共上报!’ 起
食源性疾病事件"见表 #)

表 #"$&#&!$&#$ 年浙江省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情况

1NUO+#"0+SKL-./H,.-EN-.K/ K??KKPUKL/+P.,+N,+./>.P+/-,

./ J@+=.N/H"$&#&2$&#$
年份 发生起数<起 发病数<人 住院数<人 死亡数<人
$&#& $’ 7#9 ; &
$&## ;; 9’’ #9a #
$&#$ ;a 7#& a’ $

$:$"致病因素分类
食源性疾病事件致病因素查明率为 a$:9c

$9!<!’%) 微生物类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最多
$’8:!c"’9<!’%"副溶血性弧菌占由微生物引起事
件的 ;!:;c$$$<’9%) 化学性因素以亚硝酸盐引起
的为主) 引起病人死亡的主要是毒蘑菇和动物性
毒素$河豚毒素%"见表 $)
$:;"不同季节食源性疾病事件中的原因食品

事件发生总体以 ’ f! 月较多"其中 a 月份最多)
微生物类事件夏秋季高峰更为明显"’ f! 月事件数
占全年微生物类事件总数的 99:#c$;a<’9%) 化学
类事件则散发于多个月份"无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
由于 $&## 年浙江省沿海水域受到赤潮影响"’ f9 月
份发生了多起腹泻性贝类毒素中毒事件)

由表 ; 可知"除食品类别不明或尚未明确的之
外"各季度以肉与肉制品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
较多"分别占各季 度原因食品 的 ’&c $ 7 <8 % *
$$:$c$7 <#8% *$7:#c$a <$! % *$#:7c $; <#7 % #在
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水产品明显增多"分别占
$$:$c$ 7 <#8 % *;#:&c $ ! <$! % #第三季度和第四
季度 由 粮 谷 类 引 起 的 较 多" 分 别 占 #a:$c
$’ <$!% *$#:7c$; <#7% )

表 $"$&#&!$&#$ 年浙江省食源性疾病事件致病因素分类

1NUO+$"3N-@KH+/.>?N>-KL,K??KKPUKL/+P.,+N,+./>.P+/-,

./ J@+=.N/H"$&#&2$&#$

中毒类型 致病因素
报告起数
<起

死亡数
<人

微生物类

化学类

动物性毒素类

植物性毒素类

真菌毒素类
其他类型

副溶血性弧菌 $$ &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 8 &

变形杆菌 ; &

诺如病毒 $ &

非伤寒沙门菌 9 &

蜡样芽胞杆菌 a &

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 ; &

气单胞菌 # &

其他微生物 7 &

亚硝酸盐 ’ &

油脂酸败 # &

河豚毒素 # #

腹泻性贝类毒素 ’ &

秋水仙碱 # &

乌头碱 # &

不明植物毒素 # &

毒蕈 ; $

不明原因 $# &

表 ;"各类食品引发食源性疾病事件的时间分布报告情况$起%

1NUO+;"]KKP >N-+HKLVK??KKPUKL/+P.,+N,+./>.P+/-,

K>>ELL./H./ P.??+L+/-,+N,K/
食品类别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水产品 ! 7 ! #

肉与肉制品 7 7 a ;

蔬菜类 # ; # $

面制品 ! # # #

粮谷类 # ! ’ ;

蛋与蛋制品 ! # # $

饮用水 # ! # #

糕点类 ! ! ! #

调味品 # # # !

自制酒 ! ! # !

野生毒蕈 ! $ # !

饮料 ! # # !

植物油 ! # ! !

不明或尚未明确 ’ ’ #; ;

合计 #; $; 7$ #a

注&!为未收到此类报告数据

$:7"不同发生场所致病因素分类
由表 7 可知"不同场所发生的食源性疾病事件

其致病因素类别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均以微生物
类引起的中毒事件居多"其中学校*企业<工厂<单
位和餐饮单位由微生物类引起的分别占 a$:$c*
98:8c和 97:#c) 家庭误食有毒动植物导致中毒
的比例$;9:7c%明显高于其他场所"且微生物因
素导致的比例也较高$$a:;c% )
$:’"不同致病因素食源性疾病事件中的原因食品

由表 ’ 可知"除食品类别不明或尚未明确的
之外"$&#&!$&#$ 年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毒食品
从多到少依次是肉与肉制品 $ #8:!c"#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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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年浙江省各致病因素引发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场所分布报告情况
1NUO+7"3N-@KH+/.>?N>-KL,K?P.??+L+/-K>>ELL+/>+SON>+,K??KKPUKL/+P.,+N,+./>.P+/-,./ J@+=.N/H"$&#&2$&#$

致病因素
学校 餐饮单位 家庭 企业<工厂<单位

起数<起 构成比<c 起数<起 构成比<c 起数<起 构成比<c 起数<起 构成比<c

微生物类 #; a$:$ $’ 97:# 9 $a:; ## 98:8

化学类 # ’:9 $ ’:# $ !:# # 9:;

动物毒素类 & & & & 9 $a:; & &

植物毒素类 & & & & $ !:# # 9:;

真菌毒素类 & & & & $ !:# # 9:;

不明原因 7 $$:$ #$ ;&:8 7 #8:$ $ #$:’

合计 #8 #&& ;! #&& $$ #&& #9 #&&

水产品 $ #7:ac"#7 <!’ % "粮谷类 $ !:’c"! <!’ % "
蔬菜 类 $ a:7c" a <!’ % "蛋与蛋制品 $ 7:$c" 7 <
!’% "调 味 品* 饮 用 水* 面 制 品* 毒 蘑 菇 $均 为
;:$c"; <!’ % "饮料类 $ $:#c"$ <!’ % "植物油*自
制酒*糕点类$均为 #:#c"# <!’ % ) 除食品类别不
明或尚不明确的之外"副溶血性弧菌食源性疾病

事件中的原因食品多为水产品*肉与肉制品#金黄
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蜡样芽胞杆菌则以剩饭
为主#蛋与蛋制品引起 $ 起非伤寒沙门菌食源性
疾病事件) ’ 起腹泻性贝类毒素中毒事件原因食
品均为贻贝"另有 # 起食用织纹螺引起的河豚毒
素中毒)

表 ’"$&#&!$&#$ 年各类食品引发食源性疾病事件的致病因素分布报告情况$起%

1NUO+’"]KKP >N-+HKLVK??KKPUKL/+P.,+N,+./>.P+/-,>NE,+P UVP.??+L+/-SN-@KH+/.>?N>-KL,"$&#& g$&#$

食品类别

微生物类 化学类 动物性毒素类 植物性毒素类
真菌毒
素类

其他
类型

副溶血
性弧菌

金黄色
葡萄球
菌及其
肠毒素

蜡样芽
胞杆菌

非伤寒
沙门菌

肠产毒
性大肠
埃希菌

变形
杆菌

气单
胞菌

诺如
病毒

其他微
生物

油脂
酸败

亚硝
酸盐

腹泻性贝
类毒素

河豚
毒素

秋水
仙碱

乌头
碱

不明
植物
毒素

蕈毒
素

不明
原因

水产品 a ! ! ! ! ! ! ! # ! ! ’ # ! ! ! ! !

肉与肉制品 ’ $ ! ; # ! ! ! ! ! ! ! ! ! ! ! ! a

蔬菜类 ; ! ! # ! ! ! ! ! ! ! ! ! # ! # ! #

面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粮谷类 ! 7 ’ ! ! ! ! ! ! ! ! ! ! ! ! ! ! !

蛋与蛋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饮用水 ! ! ! ! # ! ! # ! ! # ! ! ! ! ! ! !

糕点类 ! ! ! ! ! # ! ! ! ! ! ! ! ! ! ! ! !

饮料类 ! ! ! ! ! ! ! ! ! ! ! ! ! ! ! ! ! $

植物油 ! ! ! ! ! ! ! ! ! # ! ! ! ! ! ! ! !

毒蘑菇 ! ! ! ! ! ! ! ! ! ! ! ! ! ! ! ! ; !

自制酒 ! ! ! ! ! ! ! ! ! ! ! ! ! ! # ! ! !

调味品 ! ! ! ! ! ! ! ! ! ! ; ! ! ! ! ! ! !

不明或尚未明确 9 $ # ! # $ ! # $ ! ! ! ! ! ! ! ! ##

注&!为未收到此类报告数据

;"讨论
;:#"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处理

浙江省自 $&#& 年起启动食源性疾病 $食物中
毒%报告系统"该系统收集所有级别的食源性疾病
事件信息"有效地弥补了突发网仅收集符合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标准的食物中毒事件信息的局限性 ’$( )

启用食源性疾病 $食物中毒%报告系统 ; 年期间
$$&#&!$&#$%"已通过该系统共上报 !’ 起食源性
疾病事件"接近 $&&9!$&## 年浙江省突发网报告的
食物中毒事件总数$#&9 起% ’$( )

应继续加强食源性疾病 $包括食物中毒%报告
系统的运行管理"以获得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全面信

息"为事件流行特征分析*调查处置及全面分析提
供支持"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食物中毒的致病因素

$&#&!$&#$ 年期间上报的 !’ 起事件中"查明
具体致病因素的比例为 a$:9c"略高于文献报道的
98:!9c ’;( "与 $&&’!$&#& 年浙江省突发网上报的
食物中毒查明率接近$a7:9c% ’7( "致病因素的明确
对事件的定性和处置至关重要)

浙江省以微生物类因素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
件最多"尤以夏秋季更为明显"这可能与夏秋季节
气温较高*气候潮湿"有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食物
易于腐败变质有关) 马晓晨等 ’’(通过研究发现北
京市食物中毒时间发病高峰在 a f! 月并且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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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引起的中毒事件居多"微生物类中又以副溶
血性弧菌占首位"这与浙江省以往的报道一致 ’9( )
近年来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显示"副溶血性弧菌除
多见于海产品外"也存在和其他食品交叉污染的风
险"因此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是浙
江省的防治重点)

学校$食堂%*企业<工厂<单位$集体食堂%和餐
饮单位$主要是宾馆饭店%微生物类因素食源性疾
病事件比例较高) 这些场所一旦因管理不善"在采
购*加工*储存及餐具消毒等环节控制不严"就较易
导致食物中毒的发生 ’a( ) 提示监管部门应加强餐
饮环节此类场所的监管"重点分析危害关键点
$F6443%"有针对性地采取控制措施)
;:;"引起食物中毒的食物种类

在报告的 !’ 起事件中"有多起事件最终未能明
确具体食物或出现多种可疑食物的情况"可能与未
采集到食物样品*未开展分析性流行病学调查或调
查设计不合理等有关)

在确定的中毒食物种类中"以肉与肉制品最多"
其次是水产品"其中肉与肉制品以副溶血性弧菌*非
伤寒沙门菌污染为主"水产品主要受到副溶血性弧菌
污染"提示应加强对上述食品的监测"并在储存*加
工*保存过程中防止交叉污染"食用前应充分烧熟煮
透) 粮谷类也较多"共 ! 起"其中 ’ 起致病因素为蜡
样芽胞杆菌"7 起致病因素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及毒
素"提示饭菜应当餐用完"否则应低温保存"再次食用
前要充分加热) $ 起蛋与蛋制品引起的非伤寒沙门
菌食源性疾病事件中的具体食物均为鸡蛋三明治"调
查结果指向制作销售的鸡蛋三明治可能未充分熟透"
引起致病菌的大量繁殖)

分析显示"在不同的季节均以肉与肉制品为
多"同时二*三季度水产品引起的事件也较多"提示
在开展监管活动中"应做好防控工作)

由于 $&## 年浙江省沿海水域受到赤潮影响"发
生多起由贻贝中腹泻性贝类毒素引起的中毒事件#
; 起亚硝酸盐中毒事件分别为将亚硝酸盐误当成鸡
精*食盐和白糖#; 起真菌毒素中毒均为毒蕈引起)
这几类原因引起的事件常有发生"应引起相关监管
部门重视"需加强对化学物质和有毒食品的监测*
管理"并及时发布预警#同时继续加大公众的食品
安全意识和知识的教育)

综上所述"当前浙江省食源性疾病事件的防控重
点为学校*企业<工厂<单位的食堂和宾馆饭店等餐饮
环节"相关监管部门应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明确监管
重点#防控策略以加强重点食品监测"降低副溶血性
弧菌等常见微生物污染为主"控制环节应贯穿食品购
买*加工*存放等全过程) 落实食品安全健康教育"针
对高危季节或高危食品及时进行预警"提高公众的食
品安全防范意识"减少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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