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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为有效防控学校食源性疾病提供参考依

据。方法　收集 2014—2021 年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网报告的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监测数

据，对发病时间、发病地区、致病因子、原因食品、引发因素等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山东省共报告学校食

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425 起，累计发病 5 147 例，平均每年 643 例，住院 653 例，死亡 0 例。83. 1%（353/425）的暴发事

件未确定致病因子，22. 4%（95/425）的暴发事件未确定原因食品。微生物因素引起的暴发事件数最多，占已知病因

暴发事件的 76. 4%（55/72）。蜡样芽胞杆菌和沙门菌是最常见的病原体，分别占微生物暴发事件的 25. 5%（14/55）
和 21. 8%（12/55）。 最 常 见 的 原 因 食 品 为 混 合 食 品（18. 1%，77/425）、多 种 食 品（15. 3%，65/425）、肉 与 肉 制 品

（13. 7%，58/425）和粮食制品（8. 9%，38/425）；9 月是高发月份；引发因素以多因素居多，其次为加工不当、储存不当

及误食误用。结论　学校和食品安全管理相关部门应定期开展对食堂从业人员的培训和对学生的食品安全教育，

每餐食品严格留样，各部门加强协作，提高事件查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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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on campu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a reference basis for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oodborne diseases on campus. Methods　

The surveillance data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on campus in Shandong Province reported by the Nationa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Surveillance Network from 2014 to 2021， were collected.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nset time， onset area， pathogenic factors， causative foods and initiating link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425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on campus were reported in Shandong Province， with a total of 5 147 cases， with an average 
annual incidence of about 643 cases， 653 cases of hospitalization， and 0 cases of death.  No pathogenic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in 83. 1% （353/425） of the outbreaks， and no causative food was identified in 22. 4% （95/425） of outbreaks.  
The number of outbreak events caused by microbial factors was the largest， accounting for 76. 4% （55/72） of the outbreak 
events with known etiology.  Bacillus cereus and Salmonella were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s， accounting for 25. 5% （14/
55） and 21. 8% （12/55） of microbial outbreak events， respectively.  The most common reasons were mixed food （18. 1%，

77/425）， a variety of foods （15. 3%，65/425）， meat and meat products （13. 7%，58/425）， and grain products （8. 9%，38/
425）.  September is the high month； the trigger factors were multiple， followed by improper processing， improper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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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isuse of food. Conclusion　 School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hould conduct regular 
training for cafeteria staff and food safet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strictly keep food samples for each meal， and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among all departments to improve incident identification rates.
Key words：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surveillance network；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食源性疾病是一个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

题［1］，据报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广泛存在

且发病率高［2-3］。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是食品中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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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发病人数在 2 人及以上或死亡 1 人

及以上的事件［4-5］。食源性疾病严重威胁人群健

康，学校人员密集，人群特殊，在食堂共同就餐，一

旦发生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涉及的病例数多，社

会关注度高，容易形成社会舆情事件，社会影响性

大［6］。根据近 5 年中国食源性疾病监测资料显示，

山东省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数和发病数相对较

多［7-9］，其中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生较为频

繁，为了解事件特点和发生原因，且为有效预防控

制学校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收

集了 2014—2021 年山东省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暴

发监测网报告的学校食源性疾病事件监测数据，分

析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病时间、发病地

区、致病因子、原因食品、引发因素等流行病学

特征。

1　资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山东省各级医疗卫生相关机构于

2014—2021 年通过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

报告的监测数据，并经调查核实暴发场所为省内各

类学校及学校食堂的 425 起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统计数据内容包括发生日期、暴发地区、暴发场所、

致病因子、原因食品、引发因素、暴露人数、发病人

数、住院人数、死亡人数等。

1. 2　统计方法

运用 Excel 2007 建立数据库，并对数据进行整

理，应用 SPSS 25. 0 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和 χ2 检

验，检验水准为双侧检验，α=0. 05，以 P<0. 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14—2021 年，山东省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 7 348 起，累计发病 35 487 人，住院 4 851 人。

其中报告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425 起，占暴发

事件总起数的 5. 8%，累计发病 5 147 例，占总发病

人数的 14. 5%，平均每年发病 643 例；住院 653 例，

占总住院数的 13. 5%，无死亡病例。事件起数的变

化趋势为 2019 年之前以逐年递增为主，2020 年、

2021 年出现小幅度回落。2019 年事件起数、发病

例数、住院例数最多，分别占总事件起数、总病例数、

总住院数的 22. 6%（96/425）、23. 5%（1 210/5 147）
和 18. 5%（121/653）。64. 7%（275/425）的事件发病

例数小于 10 例。见图 1。

2. 2　时间和地区分布

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夏、秋季节发

生较多，冬春季节发生较少，具有一定的季节性，不

同年份的发病例数高峰大多在 9 月，学校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不同年份各月份发病数分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3 215. 431，P<0. 001），见表 1、图 2。
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报告数前 5 位分

别为德州市（45 起）、济南市（40 起）、临沂市（39
起）、烟台市（38 起）、泰安市（36 起）。病例数前

3 位的分别为济南市、泰安市、临沂市，分别占总病

例数的 13. 2%（681/5 147）、10. 4%（537/5 147）及

10. 3%（532/5 147）。德州市住院例数居于首位，占

总住院例数的 28. 9%（189/653），见表 2。
2. 3　致病因子分布

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致病因子

明确的事件为 72 起，占总事件数的 16. 9%（72/
425）。在致病因子明确的事件中，致病微生物及其

毒素引起的事件数、发病人数、住院人数最多，分别

占 76. 4%（55/72）、86. 9%（1 606/1 849）、84. 4%
（184/218），其中，引起事件前 4 位的致病微生物是

图 1　2014—2021 年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发生趋势

Figure 1　Trend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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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样芽胞杆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致泻大

肠埃希菌，分别占微生物暴发事件的 25. 5%（14/
55）、21. 8%（12/55）、12. 7%（7/55）、12. 7%（7/55）；

引起有毒植物性事件的主要是菜豆，占有毒植物性

事件的 35. 7%（5/14）。见表 3。
2. 4　原因食品分布

对原因食品进行归类分析，分为肉与肉制品、

粮食制品等 16 大类。原因食品明确的事件为 330
起，占总事件数的 77. 6%（330/425）。除不明原因

食品外，以混合食品为主，占总事件数的 18. 1%
（77/425），占总发病数的 17. 2%（885/5 147），占总

住院例数的 6. 3%（41/653）。其次为多种食品和肉

与肉制品，分别占总事件数的 15. 3%（65/425）和

13. 7%（58/425）。见表 4。
2. 5　食物来源场所分布

按食物来源场所（原因食品制备场所或者污染

致病因子的场所）分析，学校食堂导致的事件数、病

例 数 及 住 院 数 最 多 ，分 别 占 72. 9%（310/425）、

73. 1%（3 760/5 147）及 80. 6%（526/653），见表 5。
2. 6　引发因素分布

加工不当是导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主

要原因，即指在食品在制备时，除生熟交叉污染、未

充分烧熟煮透、加工人员污染外的加工环节造成的

污染，占总事件数的 5. 6%（24/425）、占总病例数的

6. 8%（352/5 147）、占总住院数的 19. 3%（126/653）。

其 次 为 存 储 不 当 、误 食 误 用 和 生 熟 交 叉 感 染 ，

见表 6。

3　讨论

数据分析表明，2014—2021 年山东省学校食源

性疾病暴发事件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与近年来国

家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制度逐步完善，各地逐步重

视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提高、

漏报率降低有关。其中，2019 年的事件数最多，为

96 起（22. 6%），而 2020 年、2021 年出现小幅度回

落，分别为 78 起（18. 4%）和 75 起（17. 6%），这可能

与 2019 年末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后，实施居家

不外出、暂停日常线下教学等防控政策有关，同时，

新冠疫情的发生也让学校和相关监督部门更加重

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人们食品安全意识

表 1　2014—2021 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各月份发病人数

Table 1　Number of case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on campus by month, 2014—2021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合计

1 月

0
0
6
0
0

12
0

16
34

2 月

0
0
0
0
0

30
0

11
41

3 月

0
28

0
58
44
57

0
107
294

4 月

0
7
5
9

43
55
32

102
253

5 月

88
7

39
22

165
122
125

72
640

6 月

18
0
6

27
188

73
349
103
764

7 月

0
5
3

40
53
83

189
4

377

8 月

14
31
60
14
17

384
8
6

534

9 月

115
0

200
185
191
188

75
347

1 301

10 月

0
16
47

0
89

153
59

2
366

11 月

9
8

23
47
42
43

112
36

320

12 月

28
12
63
34
36
10

8
32

223

图 2　2014—2021 年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月份分布

Figure 2　Month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21

表 2　2014—2021 年山东省各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地区分布/[n(%)]
Tabl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on campus in Shandong Province, 2014—2021/[n(%)]
地区

德州市

济南市

临沂市

烟台市

泰安市

威海市

滨州市

东营市

济宁市

潍坊市

青岛市

淄博市

聊城市

枣庄市

日照市

菏泽市

合计

事件起数

45（10.6）
40（9.4）
39（9.2）
38（9.2）
36（8.5）
31（7.3）
30（7.1）
25（5.9）
21（4.9）
21（4.9）
21（4.9）
20（4.7）
17（4.0）
15（3.5）
15（3.5）
11（2.6）

425（100.0）

发病例数

390（7.6）
681（13.2）
532（10.3）
243（4.7）
537（10.4）
269（5.2）
480（9.3）
172（3.3）
376（7.3）
213（4.1）
173（3.4）
327（6.4）
203（3.9）
254（4.9）
158（3.1）
139（2.7）

5 147（100.0）

住院例数

189（28.9）
39（6.0）
23（3.5）
25（3.8）
48（7.4）
10（1.5）
61（9.3）

8（1.2）
21（3.2）
58（8.9）
25（3.8）
29（4.4）
43（6.6）
49（7.5）

5（0.8）
20（3.1）

65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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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提高，也可能对近两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

件数有所回落产生影响。

从致病因子分布来看，致病因子明确的事件

中，致病微生物因素是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

主要致病因子，占致病因子明确事件的 76. 4%，与

近几年研究的结果［10-12］基本一致，提示微生物因素

是对学校食品卫生构成威胁的主要危害因素，应重

点关注。其次是有毒植物及其毒素，占明确致病因

子事件的 19. 4%。引起暴发事件的主要微生物为

蜡样芽胞杆菌（14 起，3. 3%），与 2002—2015 年全

国学生食物中毒情况基本一致［6］，蜡样芽胞杆菌在

米面等淀粉含量较高的食品中易大量繁殖，而米饭

是大部分学校食堂的主食。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高发月份是 5、6、9 月，与相关研究结

果［13-16］基本一致，主要由于夏、秋季温度较高，利于

致病微生物繁殖，食品容易腐败变质；这个时期也

是菜豆、野果等有毒植物的生长成熟期，加工不当

表 5　2014—2021 年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食物

来源场所分布/[n(%)]
Table 5　Location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on campus 

in Shandong Province, 2014—2021/[n(%)]
食物来源

学校食堂

用餐配送单位 1

校园 2

家庭

中央厨房 3

街头摊点

门店 4

餐馆

其他 5

不明

合计

事件起数

310（72.9）
20（4.7）
18（4.2）
14（3.3）

9（2.1）
7（1.7）
6（1.4）
5（1.1）

11（2.6）
25（5.9）

425（100.0）

发病例数

3 760（73.1）
192（3.7）
210（4.1）

65（1.3）
417（8.1）

44（0.9）
18（0.4）
18（0.3）
71（1.3）

352（6.8）
5 147（100.0）

住院例数

526（80.6）
17（2.6）
23（3.5）

3（0.5）
1（0.2）
9（1.4）
1（0.2）
0（0.0）
6（0.9）

67（10.3）
653（100.0）

注：1包括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社会用餐配送单位，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指为学校、企业等提供集体配餐服务，没有固定就餐场所的餐饮

服务单位；社会用餐配送单位指通过网络为社会提供用餐服务，没

有固定就餐场所的餐饮服务单位；2 指发生在校园不包括学校食堂

的事件，比如摘食野果等；3指只为固定门店提供送餐服务的集中加

工餐饮服务单位；4包括食品超市、饮品店、熟食店及糕点店等；5包括

农贸市场、网购等其他来源

表 4　2014—2021 年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原因

食品分布/[n(%)]
Table 4　Foods causing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on 

campus in Shandong Province, 2014—2021/[n(%)]
原因食品

混合食品 1

多种食品 2

肉与肉制品

粮食制品

蔬菜与蔬菜制品

豆制品

水产食品

饮料与冷冻饮品

水果及其制品

乳与乳制品

蛋与蛋制品

坚果与籽类及其制品

即食调味品

保健食品

其他 3

不明食品

合计

事件起数

77（18.1）
65（15.3）
58（13.7）
38（8.9）
27（6.4）
11（2.6）
10（2.4）

8（1.9）
7（1.7）
5（1.2）
4（0.9）
1（0.2）
1（0.2）
1（0.2）

17（4.0）
95（22.4）

425（100.0）

发病例数

885（17.2）
757（14.7）
715（13.9）
522（10.1）
372（7.2）

86（1.7）
87（1.7）

224（4.4）
105（2.0）

57（1.1）
16（0.3）

9（0.2）
7（0.1）
5（0.1）

120（2.4）
1 180（22.9）
5 147（100.0）

住院例数

41（6.3）
81（12.4）
96（14.7）
56（8.6）
27（4.1）

0（0.0）
0（0.0）
0（0.0）
0（0.0）

12（1.8）
10（1.5）

9（1.4）
0（0.0）
0（0.0）

18（2.8）
303（46.4）
653（100.0）

注：1指暴发中的致病因子来源于含有多类食物成分的一种食品，但

未能确定致病因子来源于哪种食物成分；2 指暴发中的致病因子来

源于多类食品；3包括其他非食品（9/17）、其他食品（8/17）

表 3　2014—2021 年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因子分布/[n(%)]
Table 3　Pathogenic factor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on campus in Shandong Province, 2014—2021/[n(%)]

一级致病因子

微生物及其毒素

有毒植物及其毒素

化学性

原因不明

合计

致病因子

蜡样芽胞杆菌

沙门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致泻大肠埃希菌

变形杆菌

志贺菌

诺如病毒

副溶血性弧菌

腺病毒

气单胞菌

其他

菜豆

龙葵素

野果

蓖麻籽

其他有毒植物及其毒素 1

禁用药

化学性非食用物质

化学性食品添加剂

事件起数

14（3.3）
12（2.8）

7（1.6）
7（1.6）
4（0.9）
3（0.7）
2（0.5）
2（0.5）
1（0.2）
1（0.2）
2（0.5）
5（1.2）
2（0.5）
2（0.5）
1（0.2）
4（0.9）
1（0.2）
1（0.2）
1（0.2）

353（83.1）
425（100.0）

发病例数

406（7.9）
306（5.9）
251（4.9）
253（4.9）
100（1.9）

99（1.9）
29（0.6）
20（0.4）
13（0.3）
21（0.4）

108（2.1）
73（1.4）
47（0.9）
16（0.4）

8（0.2）
44（0.8）
32（0.6）
17（0.3）

6（0.1）
3 298（64.1）
5 147（100.0）

住院例数

38（5.8）
31（4.7）
13（2.0）

1（0.2）
2（0.3）

13（2.0）
0（0.0）
6（0.9）
0（0.0）
0（0.0）

80（12.3）
0（0.0）
0（0.0）
8（1.2）
8（1.2）

18（2.8）
0（0.0）
0（0.0）
0（0.0）

435（66.6）
653（100.0）

注：1其他有毒植物及其毒素包括紫藤萝种子、水仙类中的有毒植物及其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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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误采误食容易导致中毒。9 月通常为学校刚开

学、新生刚入学的时间，开学初期学校对就餐环境

的卫生管理不到位，新生们的食品安全意识也较为

薄弱，导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最多。而气温

较高的 7、8 月正值暑假，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数较少。

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原因食物的

主要来源场所为学校食堂（72. 9%），与学生在学校

食堂就餐机会较多有关。另外，中央厨房引起的食

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虽然仅 9 起（2. 1%），但涉及的病

例较多，为 417 例，占总病例数的 8. 1%，每起事件

的平均发病人数远高于其他场所。中央厨房指具

有独立场所及设施、提供送餐服务的集中制作食品

的餐饮服务单位［17］，一旦发生食源性疾病暴发事

件，涉及人数较多，应加强卫生监管。暴发事件的

主要引发因素是加工不当，次要因素是存储不当，

这与部分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较为

薄弱、加工操作不规范有关。

由监测结果可见，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中致病因子、原因食品等未查明的事件占比较

大，查明率未呈现明显改善的趋势。近年来基层疾

控机构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

提高，基本能应对一般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调

查，实验室检测技术也能检测所属辖区常见食源性

疾病致病因子［18-19］。但是，由于学校食品安全事故

现场调查处理涉及教育、卫生行政、市场监管、疾控

机构等多个部门，多部门间信息沟通不够，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工作介入时间滞后。《食品安全法》中明

确规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疾控机构负责事故的

流行病学调查，但在实际现场调查中，往往第一时

间无法采集到卫生学调查所涉及的可疑污染食品

及其他样品，导致致病因子的追溯困难［20］。因此，

建议进一步从政府层面明确在发生学校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时各个部门的职责，树立合作共治理

念，建立更畅通的部门间信息沟通协调机制，形成

合力，进一步提高事件的原因查明率。

综上所述，山东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具

有逐步增多、季节性明显、查明率不高的特点。本

研究发现应关注的防控重点环节为：由致病微生物

引起的粮食类等主食的污染或变质；食品的加工和

存储；食物来源场所需要重点关注每起事件平均发

病人数较高的学校食堂和中央厨房。学校和政府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

培训教育，对可能引起食源性疾病的关键环节进行

管理和督导，才能保障学校的食品安全和正常的教

学秩序，对学校食源性疾病进行有效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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