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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 年云南省保山市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分析

郑国旗!杨秀红!王晖
!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 保山$+#")))$

摘$要!目的$分析 &)%)(&)%’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的发病规律和特点!为食物中毒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对 &)%)(&)%’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报告资料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年保山

市共报告食源性疾病 &* 起!除 % 起食源性寄生虫病外!均为食物中毒事件!发病 !’> 人!死亡 ! 人&第二#三季度食

源性疾病的发病起数和发病人数均最多&&)%% 年来发病起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死亡人数无明显规律" 结论$为

防止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监管部门应加强食品监测与消费者食源性疾病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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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国旗$男$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现场处置和卫生监测检验$8/EFGH’IKB̂B%&’JKGLF(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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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主要的的食品
安全问题之一 ’%( ) 食源性疾病的监测*预警*处置
及报告对维护消费者健康意义重大) 保山市地处
云南西部"辖一区四县"人口 &**=+ 万 ’&( "按照云南
省统一安排"于 &)%% 年加入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
网"并补报上年度数据"逐步规范食源性疾病监测*
报告管理工作) 本文以 &)%)!&)%’ 年保山市上报
食源性疾病监测网数据为基础"分析 ! 年来食源性

疾病的发生情况"揭示发生的规律和特点"提供有
效的防控依据)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 年在食源性疾病监测网上报的保
山市食源性疾病监测资料和数据) 相关数据由发
生食源性疾病的区*县于结案后一周内上报"经地*
市*省两级疾控机构审核合格后认定)
%=&$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GB]\K\CN8OBMH&))# 软件建立
数据库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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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基本情况

&)%)!&)%’ 年保山市共报告食源性疾病 &* 起"
除 % 起为食源性寄生虫病外"其余 &! 起均为食物中
毒事件"发病 !’> 人"平均每起发病 %" 人"发病率
!=’> 人@%) 万人’&( "死亡 ! 人"病死率为 )=>%e) 其
中 &)%’ 年发病起数最多"&)%% 年发病人数最多"&)%)
年死亡人数最多"病死率也最高) 见表 %)
&=&$食源性疾病发生时间分布

&)%)!&)%’ 年"第二*三季度食源性疾病的发
病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多"分别占
+"=))e $ %#@&* %* #*=+’e $ ’’&@!’> % 和 *)=))e
$&@!%"发生在第四季度的发病起数*发病人数均最
$$$

表 %$&)%)!&)%’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
5FIHM%$7MLM]FHGLBĜMLBM\CC\\̂I\]LM^GKMFKMGL QF\KDFL

EPLGBGaFHC]\E&)%) N\&)%’

年份
发病起
数@起

发病人
数@人

发病率@人
$% @%) 万%

平均每起中
毒人数@人

死亡人
数@人

病死率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少"分别占 %&=))e$’@&*%*"=""e$’>@!’>%) 各年
度发生情况均以第二*三季度发生起数*发病人数
居多"这与当地二*三季度为野生蕈成熟季节"大量
采摘和食用野生蕈有关"见表 &)

表 &$保山市食源性疾病在不同季度分布情况
5FIHM&$;MFK\LFĤGKN]GIPNG\L \CC\\̂I\]LM^GKMFKMGL QF\KDFL EPLGBGaFH

季度

&)%) 年 &)%% 年 &)%& 年 &)%’ 年 小计

发病起
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第一季度 & &> % % &# ) % * ) % # % * +" &

第二季度 & ’) ) & %!" ) % &! ) ’ %& ) " &%! )

第三季度 & " % ) ) ) ’ >’ % ! %# ) > %%" &

第四季度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食源性疾病发生场所分布
&)%)!&)%’ 年食源性疾病以家庭$含农村家宴*

城镇居民家庭聚餐%报告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
最多"共报 %" 起"发病 ’+& 人"死亡 ! 人"分别占总数
的 #&=))e$%"@&*%*"&=!+e$’+&@!’>%和 %))e $!@

!%) 各年度发生情况仍以家庭的报告起数*发病人数
和死亡人数最多) 病死率以家庭最高) 单起食源性
疾病波及人数为学校食堂和其他场所最多"分别为
&! 人和 &" 人"其次为街头摊点 %* 人"建筑工地 ! 人"
单位食堂和快餐店各 ’ 人) 见表 ’)

表 ’$保山市食源性疾病场所分布情况
5FIHM’$.HFBM^GKN]GIPNG\L \CC\\̂I\]LM^GKMFKMGL QF\KDFL EPLGBGaFH

场所

&)%) 年 &)%% 年 &)%& 年 &)%’ 年 小计

发病
起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人
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家庭 * !’ & ’ %#* ) * %%" % * &+ % %" ’+& !

学校食堂 % &! ) ) ) ) ) ) ) ) ) ) % &! )

单位食堂 ) ) ) ) ) ) ) ) ) % ’ ) % ’ )

建筑工地 ) ) ) ) ) ) ) ) ) % ! ) % ! )

快餐店 ) ) ) ) ) ) ) ) ) % ’ ) % ’ )

街头摊点 ) ) ) ) ) ) ) ) ) % %* ) % %* )

其他场所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食源性疾病致病因素分析
&)%)!&)%’ 年已查明原因的食源性疾病占

"!=))e$&%@&*%) 按发病起数统计"动植物*微生
物和野生蕈中毒各 + 起"分别占 &!=))e$+@&*%#化
学性 & 起"占 "=))e$&@&*%) 按发病人数统计"微
生物性食物中毒最多"占 !>=&)e $&%+@!’>%#化学
性因素最少"占 ’="#e $%#@!’> %) 按死亡人数统
计"野生蕈中毒导致的死亡最多"占总死亡人数的

*)=))e$&@!%"同时野生蕈食物中毒导致的病死率
也最高"达 +=+#e$&@’)%"其次是化学性食物中毒"
病死率为 *=""e$%@%#%"分别由毒鼠强中毒和亚硝
酸盐中毒引起) 见表 !)
&=*$食源性疾病原因食品分析

已查明原因食品的食源性疾病占 >+=))e
$&! @&* % ) 按报告起数统计"植物类中毒最多
$’+=))e"> @&*% "其中 & 起 $ "=))e"& @&* %系由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02498;8VUS<9,3UWWUUd2T74898 &)%* 年第 &# 卷第 * 期

$$$$ 表 !$保山市食源性疾病发病原因分布情况
5FIHM!$.FND\XMLGBCFBN\]̂ GKN]GIPNG\L \CC\\̂I\]LM^GKMFKMGL QF\KDFL EPLGBGaFH

致病因素

&)%) 年 &)%% 年 &)%& 年 &)%’ 年 小计

发病起
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人
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人
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起
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起
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不明 ) ) ) % * ) % #! ) & # ) ! "+ )

动植物性 ’ *! ) ) ) ) % * ) & %% % + #) %

毒鼠强 % & % ) ) ) ) ) ) ) ) ) % & %

亚硝酸盐 ) ) ) ) ) ) ) ) )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 ) % %’ ) % ’ ) & %+ )

沙门菌 ) ) ) % &# ) ) ) ) ) ) ) % &# )

大肠埃希菌 ) ) ) ) ) ) % &! ) ) ) ) % &! )

其他细菌性 % + ) % %!’ ) ) ) ) ) ) ) & %!> )

野生蕈 % * % ) ) ) % + % ! %> ) + ’) &)

寄生虫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注&化学因素包括毒鼠强和亚硝酸盐#微生物因素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菌*大肠埃希菌和其他细菌性

煮食附片引发#其次为野生蕈$&!=))e"+ @&*% #其
他食品最少$!=))e"% @&*% ) 按发病人数统计"动
物类 食 品 引 起 的 中 毒 最 多"占 !"=*&e $ &%’ @
!’>% "其中 & 起事件系因拌食生猪肉引起) 按死
亡人数统计"植物类食品和野生蕈引起的中毒最
多"各占 *)=))e$& @!% "其他食品均无死亡病例)

在已查明原因食品的食源性疾病中"&)%) 年以植
物类食品引起的中毒起数和发病人数最多#&)%%
年 ’ 起事件全部由动物类食品引起#&)%& 年以混
合食品引起的食物中毒起数和发病人数最多#
&)%’ 年因野生蕈引起的食物中毒起数和发病人数
最多"见表 *)

表 *$保山市不同原因食品引发食源性疾病情况
5FIHM*$dGCCM]MLN_GL^K\C]MFK\L C\\̂ ^GKN]GIPNG\L GL QF\KDFL EPLGBGaFH

食品类别

&)%) 年 &)%% 年 &)%& 年 &)%’ 年 小计

发病
起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
起数@起

发病人
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起
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发病起
数@起

发病
人数@人

死亡
人数@人

生猪肉 ) ) ) % * ) % &) ) ) ) ) & &* )

肉制品 ) ) ) & %#) ) ) ) ) & %" ) ! %"" )

附片 % ’ ) ) ) ) ) ) ) % # ) & %) )

四季豆 & *% ) ) ) ) % * ) ) ) ) ’ *+ )

其他蔬菜 & " % ) ) ) ) ) ) & " % ! %+ &

野生蕈 % * % ) ) ) % + % ! %> ) + ’) &

混合食品 ) ) )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注&动物类食品包括生猪肉和肉制品#植物类食品包括附片*四季豆和其他蔬菜#毒鼠强因是加入蔬菜中引起的中毒"故此表将毒鼠强纳入到植物类食品

’$讨论
&)%%!&)%’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的报告起数

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主要与报告系统的管理逐步
规范*漏报起数降低有关) 从 ! 年的季度分布上看"

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季度"即
春*夏*秋三季) 这主要是由于由春至夏气温逐渐
增高"适宜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一旦食物储存*制作
不当"容易引起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 ’’( ) 同时"夏
季是滇西野生蕈成熟的季节"保山市各地均出产野
生蕈"当地居民普遍有采食习惯) 云南省因误采误
食有毒野生蕈而导致的中毒事件历年均有发生 ’!( "

且占死亡病例的最大比例) 因此"持续开展野生蕈
中毒的监测*预警及预防野生蕈和微生物性食物中

毒知识的宣传尤为重要)
分析显示"家庭是保山市食源性疾病发生的主

要场所"! 年中报告起数 $ %""#&=)e%*发病人数
$’+&""&=!+e%和死亡人数$!"%))e%均排列首位"
这与国内其他报道以学校食堂等场所为主不尽相
同 ’’"*( "从而提示监管部门"在做好以学校食堂等重
点场所卫生监管的同时"尤应加强宣教*普及农村
家宴卫生安全知识"从而有效防控农村家庭场所食
源性疾病暴发)

食源性疾病常见的致病因素有致病微生物*天
然毒素*寄生虫和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其中因寄生
虫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在相关食源性疾病暴发资料
分析中鲜有提及 ’’"*( ) 本文中因食用生猪肉引起的
食源性疾病有 & 起"分别为急性旋毛虫病和细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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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事件"这与保山市各地消费者普遍存在生
食畜肉的不良摄食习惯密切相关 ’+( ) 另外"冬季煮
食附子进补的饮食习惯也引起了 & 起植物类生物碱
中毒事件 ’#( "并导致人员死亡) 因此"必须加大宣
传力度"大力提倡不吃生肉*慎食药食两用菜品的
良好饮食习惯"有效防止相关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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