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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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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白光大’男’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_7YMAV(^MACJ#""‘#%(9:EY

摘’要!目的’分析 !""$"!"#( 年吉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特点和规律!以提出
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和建议# 方法’对 !""$"!"#( 年吉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进行描
述性分析和统计学检验# 结果’!""$"!"#( 年吉林省共报告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起!中毒 # %!! 人!死
亡 !/ 人!病死率 #-/$.!高发季节是第三季度!致病因素由高到低依次是植物类%(# 起&$不明原因%#/ 起&$化学
物质类%) 起&$细菌类%/ 起&$动物类%# 起&# 植物性中毒事件中城市豆角中毒发生率高于农村!而农村毒蘑菇中
毒发生率高于城市%!1"-"/&# 结论’吉林省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毒起数和发病人数最多的是植物
性食物中毒!有毒动植物是食物中毒事件中引起中毒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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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是一种对消费者身体健康影响严重
的疾病"其发生常常具有发病集中’病情严重’病例
数多’社会影响大等特点* 为了解吉林省食物中毒
发病特点和发生规律"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和
建议"现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中
!""$!!"#( 年吉林省报告的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子
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中 !""$!
!"#( 年吉林省各级卫生机构报告的所有食物中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方法

利用 dA:QEUE;S_P:KV!""& 软件对 !""$!!"#(

年吉林省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的三间分布等信息
进行描述性分析"用 4*44 #3-" 软件包进行"! 检验"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概况

!""$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吉林省
累计报告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起"中毒
# %!! 人"死亡 !/ 人"病死率为 #-/$."年均报告事
件数 为 %-# 起0年" 平 均 每 起 事 件 报 告 病 例
!%-/) 人"死亡 "-$# 人"详见表 #* 十年内吉林省无
重大及特别重大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报告 事 件 数 最 多 的 是 未 分 级 事 件 $ $/-)"."
!30%#%"其次是较大事件$(%-"&."!!0%#%*
!-!’时间趋势

除 !"## 年没有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外"其余各年度均有事件报告* 事件报告数最多
的年份是 !""% 年和 !""& 年"均为 #% 起"其次为
!""3 年报告 #! 起"!"") 年开始"报告事件数明显减

’’’表 #’!""$!!"#( 年吉林省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报告情况

XM̂VK#’bEEJ ZEAUEBABCKRKBSUQKZEQSKJ AB OAVAB *QERAB:K"
!""$7!"#(

年份 事件数0起 病例数0人 死亡数0人 病死率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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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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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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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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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3" # "-(%

!"#( ! % ! ((-((

合计 %# # %!! !/ #-/$

少* 事件分级时间分布显示"!""$ 年仅报告 ! 起
一般事件#!""/ 年仅报告 $ 起较大事件#!""%!
!"") 年报告事件数较多"且均有较大’一般和未分
级事件报告"其中未分级事件在当年报告的食物
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占比重较大"分别为
/%-!/. $ ) 0#% % ’ (&-/". $ % 0#% % ’ &/-"".
$) 0#!% ’%%-%&. $ $ 0% % #!"#"!!"#( 年报告事件
数明显减少"仅有较大事件报告"无一般和未分级
事件报告"!"#! 年虽仅报告 ! 起事件"但其中一起
是发生于幼儿园食堂的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引
起众多幼儿发病"因此 !"#! 年总体的食物中毒病
例数较高* 各年度食物中毒事件数及病例数分布
详见表 #*

吉林省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是第三季度"报告
事件数’病例数和死亡数均高于其他季度"其次是
第四季度"这两个季度均以植物性中毒事件为主*
其中第三季度植物中毒事件主要以毒蘑菇中毒为
主"这类食物中毒发病人数不多"但病死率高"其次
是豆角中毒"这类事件多发生于集体食堂"事件数
多"中毒人数也多#第四季度植物中毒事件主要以
豆角中毒为主"因此第四季度事件数多"病例数高"
但死亡数不高*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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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吉林省报告食物中毒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季度分布
bACIQK#’pIMQSKQVDJAUSQÂISAEB E;;EEJ ZEAUEBABCKRKBSU

QKZEQSKJ AB OAVAB *QERAB:K" !""$7!"#(

图 !’!""$!!"#( 年吉林省报告食物中毒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病例季度分布
bACIQK!’pIMQSKQVDJAUSQÂISAEB E;ZEAUEBABC:MUKUAB ;EEJ

ZEAUEBABCKRKBSUQKZEQSKJ AB OAVAB *QERAB:K" !""$7!"#(

!-(’地区分布
!""$!!"#( 年吉林省各市州均有食物中毒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报告事件数由多至少分别
是吉林市 #& 起’长春市 ## 起’延边州 ## 起’通化
市& 起’白城市 / 起’白山市 $ 起’四平市 $ 起’辽
源市 # 起’松原市 # 起* 报告病例数由多至少分别
是吉林市 $/3 人’长春市 (#& 人’辽源市 !&% 人’延
边州 #!) 人’白山市 #!& 人’松原市 #!" 人’白城市
&3 人’通化市 %" 人’四平市 /& 人* 死亡人数由多
至少分别是延边州 #" 人’通化市 ) 人’长春市
( 人’吉林市 ! 人’四平市 # 人"其他 $ 市无死亡病
例报告* 吉林市’长春市发生的食物中毒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主要为集体食堂豆角中毒"发病人数
多"死亡少#通化市食物中毒事件主要以毒蘑菇中
毒为主"死亡人数较多#延边州食物中毒事件以植
物类中毒为主"植物种类包括豆角’山野菜和毒蘑
菇"这也是延边州发病人数多"死亡人数也多的主
要原因*
!-$’食物中毒发生场所

发生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最多的场
所是 家 庭 $ !)-/#." #30%# %" 其 次 是 学 校 食 堂
$!&-3&."#&0%#%和集体食堂$!#-(#."#(0%#%"这
( 个场所食物中毒事件数占总报告事件数的
&3-%).$$30%#%* 报告病例数最多的场所是学校

食堂$$&-&!."&&$0# %!! %"其次是餐饮服务单位
$!#-/!." ($)0# %!! % 和 集 体 食 堂 $ !"-)"."
(()0# %!!%"这 ( 个场所食物中毒人数占总报告病
例数的 )"-#$.$# $%!0# %!!%* 仅 ( 个场所有死亡
病例报告"分别是家庭$3$-""."!#0!/%’其他公共
场所 $ #!-""." (0!/ %’ 餐饮服务单位 $ $-""."
#0!/%"详见表 !* 发生在家庭的 #3 起食物中毒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除 # 起为无死亡病例报告的不
明原因一般事件和 # 起为亚硝酸盐中毒未分级事件
外"其他 #% 起均为有死亡病例的较大食物中毒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其致病因素包括毒蘑菇$& 起%’山野
菜$! 起%’农药 $ ! 起%’亚硝酸盐 $# 起%’河鲀鱼
$# 起%’不明原因$( 起%"此类事件病例数不多"但
因其致病因素毒性剧烈"病死率往往较高* 发生在
学校食堂和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主要为豆角中毒"其在食物中毒事件中所占的比
例分别为 /!-)$.$)0#&%和 &%-)!.$#"0#(%"因这
两类场所就餐人数多"所以中毒导致的病例数也
多* 豆角中毒有一定的自愈性"目前此类中毒事件
尚无死亡病例报告*

表 !’!""$!!"#( 年吉林省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发生场所分布

XM̂VK!’FE:MSAEB JAUSQÂISAEB E;;EEJ ZEAUEBABCKRKBSUQKZEQSKJ

AB OAVAB *QERAB:K" !""$7!"#(
发生场所 事件数0起 病例数0人 死亡数0人 病死率0.

家庭 #3 #"$ !# !"-#)

学校食堂 #& &&$ " "-""

集体食堂 #( (() " "-""

餐饮服务单位 & ($) # "-!)

个体摊贩 ( $3 " "-""

其他公共场所 ( 3 ( (&-/"

合计 %# # %!! !/ #-/$

!-/’食物中毒致病因素分析
%# 起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 #/ 起

事件未查明致病原因"占全部事件数的 !$-/)."报
告病 例 $!! 人" 占 全 部 报 告 病 例 的 !%-"!.
$$!!0# %!!%"死亡 / 人"占全部报告死亡病例的
!"-"".$/0!/%"病死率为 #-#3.$/0$!!%* 查明原
因的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植物性因素导
致的中毒事件最多 $/"-3!."(#0%#%"其次是化学
物质导致的中毒事件 $#$-&/.")0%#%* 中毒人数
最多的是植物性中毒$()-3)."%$&0# %!!%"其次是
细菌性中毒$!%-3!."$(/0# %!!%* 死亡人数最多
的是植物性中毒 $/%-""."#$0!/%"其次是化学物
质中毒$#%-""."$0!/%"细菌性中毒事件无死亡病
例报告* 病死率最高的是河鲀鱼中毒 $%%-%&.%"
其次 是 毒 蘑 菇 中 毒 $ $!-3%.% 和 山 野 菜 中 毒
$((-((.%* 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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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吉林省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致病因素构成
XM̂VK(’*MS<ECKBA:;M:SEQUE;;EEJ ZEAUEBABCKRKBSU

QKZEQSKJ AB OAVAB *QERAB:K" !""$7!"#(

分类 致病因素
事件数
0起

病例数
0人

死亡数
0人

病死率
0.

动物

化学物质

细菌

植物

不明原因
合计

河鲀鱼 # ( ! %%-%&

亚硝酸盐 % #"( # "-)&

农药 ! #" ( ("-""

鼠药 # ! " "-""

肺炎克雷杆菌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3 " "-""

侵袭性大肠杆菌 # &# " "-""

沙门菌 ! %" " "-""

野菜 ! % ! ((-((

豆角 !" /3% " "-""

土豆 # !& " "-""

毒蘑菇 3 !3 #! $!-3%
#/ $!! / #-#3
%# # %!! !/ #-/$

’’植物性中毒事件中"豆角类中毒事件数和中

毒人数最多$!" 起"(!-&).#/3% 人"(%-#(.% "毒
蘑菇导致的死亡人数最多 $ #! 人"$3-"".% * 动
物中毒仅报告一起"为误食河鲀鱼中毒* 化学物
质中毒主要为误食误用亚硝酸盐中毒* 细菌性食
物中毒中检测出的致病菌有 $ 种"分别是沙门菌’
肺炎克雷伯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侵袭性大肠
杆菌* 近 ( 年吉林省报告的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主要致病因素是山野菜’毒蘑菇及细菌
中毒*
!-%’城乡差异

将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场所’致
病因素及发生数最多的植物性中毒事件按照事件
发生地性质$城市’农村%分类"进行 "! 检验并计算
bAU<KQ确切概率"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场所及致病因素在城乡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而植物性中毒事件致病因素在城乡分
布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见表 $*

表 $’!""$!!"#( 年吉林省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场所及致病因素的城乡差异统计
XM̂VK$’TAUSQÂISAEB JA;;KQKB:KÛ KSNKKB QIQMV7IQ̂MB E;;EEJ ZEAUEBABCKRKBSUQKZEQSKJ AB OAVAB *QERAB:K" !""$7!"#(

分类
城市 农村

事件数0起 占比0. 事件数0起 占比0.
合计 "! !

bAU<KQ确切
概率法

场所

致病因素

植物

家庭 % #%-%&$% 0(%% #! $3-""$#! 0!/% #3

学校食堂 #( (%-##$#( 0(%% $ #%-""$$ 0!/% #&

集体食堂 #" !&-&3$#" 0(%% ( #!-""$( 0!/% #(

餐饮服务单位 ( 3-(($( 0(%% $ #%-""$$ 0!/% &

个体摊贩 ! /-/%$! 0(%% # $-""$# 0!/% (

其他公共场所 ! /-/%$! 0(%% # $-""$# 0!/% (

不明原因 3 !!-!!$3 0(%% & !3-""$& 0!/% #/

动物 # !-&3$# 0(%% " "-""$" 0!/% #

化学物质 % #%-%&$% 0(%% ( #!-""$( 0!/% )

细菌 ! /-/%$! 0(%%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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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野菜 ! #"-/($! 0#)% " "-""$" 0#!% !

豆角 #/ &3-)/$#/ 0#)% / $#-%&$/ 0#!% !"

土豆 # /-!%$# 0#)% " "-""$" 0#!% #

毒蘑菇 # /-!%$# 0#)% & /3-(($& 0#!% 3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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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讨论
!""$!!"#( 年吉林省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数据分析显示"吉林省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年均病死率 #-/$."与国内报道的全国平均水
平 #-$/. q#-%&. (#7()接近"每年的高发时间是第
三季度"也与国内报道一致 (!7/) * 事件分级情况分
析显示"吉林省自 !"#" 年后报告的食物中毒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均为较大级别"而未分级和一般级别的
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近年未见报告"主要原
因可能是近几年吉林省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数明显
减少* 探讨其原因可能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
理信息系统,有明确的上报标准"低于上报标准事

件均按照未分级事件进行报告"而 !"#" 年全国启用
+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系统,后"所有未分级事件均
报告至该系统"从而导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信息系统,上报事件数的减少*

吉林省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以植
物性中毒和化学物质中毒为主"这一点与黑龙江
省 (/)及吉林省内 (%73)文献报道相同"但与国内报道
的细菌性食物中毒为主要致病因素 (#7$)有所不同"
究其原因可能是南北方气候’饮食习惯差异所致"
南方气候湿热"适宜细菌繁殖"沿海城市海产品丰
富"因此南方城市多以副溶血性弧菌中毒为主 ($) #
北方城市气候干冷"适宜细菌繁殖的时间短"加之
有些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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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进行调查处置时无法采集到可能引起中毒的可疑
食品和病例生物样本"或者是采集到样本后受实验
室检测条件限制无法检出可疑致病菌"从而导致细
菌性食物中毒事件检出数减少*

分析显示"吉林省植物性中毒事件主要以豆角
加工不当导致的中毒为主"与吉林省内辽源’延边
文献报道一致 (%7&) * 豆角未煮熟是导致中毒的主要
原因"从发生场所来看"豆角中毒主要发生在集体
食堂和学校食堂中"每次发生都会出现众多病例#
从事件发生地性质来看"豆角中毒的城市发生率高
于农村"这是因为城市工作单位’学校比农村多"且
多由食堂集中供餐"每餐食品加工量大"食材不易
熟透"而且东北豆角基本是在夏秋季节大量上市"
这也是第三季度食物中毒事件高发"且病例数多的
主要原因* 在秋冬季节加强对集中供餐单位烹饪
豆角类蔬菜要煮熟煮烂的宣传教育"能够有效降低
这类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吉林省食物中毒事件中影响最严重的因素是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中毒"尤以毒蘑菇中毒最为突
出"这类中毒主要发生在家庭中"农村发生率高于
城市"虽然中毒人数不多"但病死率高"影响重大"
国内已有相关文献报道"因误食毒蘑菇死亡的人数
在所有食物中毒事件死亡病例中所占比例约为
$". q/". (("&7)) "与本次分析结果中的毒蘑菇死亡
病例在所有食物中毒事件死亡病例中占 $3.一致*
吉林省报告的一起河鲀鱼中毒发生在 ## 月份"因事
件数少"无法提示此类动物性食物中毒高发时间#
! 起山野菜中毒发生在 / 月份"正是东北植物开始
繁茂生长的春末夏初"人们在外出踏青的同时喜爱
采摘植物嫩芽食用"将有毒植物当成可食用植物误
食的几率大大增加#吉林省 3 起毒蘑菇中毒事件均

发生在 3 月份"与国内报道的毒蘑菇中毒事件高发
期为 % q) 月份 ())一致* 因此"在特定时间段内加强
对农村’乡镇居民不要食用无法辨识的野菜’野蘑
菇等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对这类中毒能够起到一定
的预防作用*

综上所述"吉林省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发生规律既有与国内研究一致的"也有其地
方区域特点"在进行食品安全监管等一般防控措
施的同时"有针对性的在特定时期对特定食物中
毒致病因素广泛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提高消
费者食品安全防范意识"能够有效的减少食物中
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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