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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掌握广西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原因!提高事件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方法$收集 &"%",&"%! 年

广西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所涉及的食物种类%发病原因%致病因素等进行分析$ 结果

$广西累计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 起%发病 & !!/ 人%死亡 1+ 人$ 引发中毒的食物主要为混合性食物%畜禽肉及其

制品和桐油果%蓖麻籽等!发病的主要原因为误食误服%加工不当和交叉污染$ 微生物是事件数和发病人数最多的

致病因素!植物类死亡人数最多$ 结论$不同食物引发食物中毒的途径%方式和致病因素有着其规律和特点!应制

定高风险食物目录清单!采取差异化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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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对公众健康可产生巨大危害"在
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情况最为严重 )%-1* "是当前中国
头号食品安全问题 )!* ( 食物中毒作为食源性疾病
的主要病种"波及人数多’病死率高"易引发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影响大(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
&"%"!&"%! 年广西各地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掌握
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规律"为制定和开展相应防控
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资料与方法
%0%$资料来源

中毒事件资料来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
理信息系统.网络直报信息和专题调查报告( 事件
诊断依据 ’I%!#1.!#!-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
处理总则. )+* ( 人口资料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统
计局的统计年鉴(
%0&$方法

收集 &"%"!&"%! 年广西资料"通过 W;5:D和
)a)) %U0" 软件"对食物中毒事件所涉及食物种类’发
病途径’致病因素等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与分析
&0%$基本情况

&"%"!&"%! 年广西累计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 起’中毒 & !!/ 人’死亡 1+ 人"年均发病率 %0"!2
%" 万’病死率 %0!1b( 年均发生事件 %#0/" 起’中
毒 !.#0& 人’ 死 亡 U 人" 平 均 每 起 事 件 发 病
&!0#/ 人( 根据食品安全事故分级标准"无特大和
重大事故报告"属较大事故 &" 起’一般事故 U. 起"

分别占 &"0!%b’U#0+#b(
&0&$中毒食物

在 %" 种中毒食物中"事件起数和中毒人数最多
的前三位均依次为混合性食物’畜禽肉及其制品和
果实#桐油果及桐油’蓖麻籽 $"事件起数分别占
&U0++b’ %10&Ub’ %&0&!b" 中 毒 人 数 分 别 占
1"0//b’%.0.%b’%%01&b( 茶#断肠草$’谷制品’

混合性食品等食物中毒出现死亡病例"分别占
1%0!1b’%U0%!b’%%0!1b"见表 %(
&01$发病途径

食物引发中毒的途径有多种方式"其中误食误
服’加工不当’生熟交叉污染导致的事件数和中毒
人数均位居前三位"事件起数分别占 1"0/%b’
%U01+b’ %&0&!b" 中 毒 人 数 分 别 占 %U0##b’
&!0.&b’%U0+.b( 误食误服引起的死亡人数最多’

$$$$表 %$&"%"!&"%! 年广西食物中毒事件中毒食物种类分布

K@ND:%$?C=B@M<=@B:G 6CCGP5@>P<=J6CCG OC<PC=<=J

:R:=BPC6’>@=J;<"&"%"-&"%!
食物种类 事件起数#b$ 中毒人数#b$ 死亡人数#b$

谷制品 /#/0%&$ %!"#+0U&$ /#%U0%!$

畜禽肉及其制品 %1#%10&U$ !/"#%.0.%$ "#"0""$

水产品及其制品 +#+0%"$ %!%#+0U/$ "#"0""$

蛋及其制品 %#%0"&$ %+#"0/%$ "#"0""$

乳及其制品 %#%0"&$ %+#"0/%$ "#"0""$

糕点及焙烤食品 !#!0".$ #!#10.!$ "#"0""$

蔬菜 !#!0".$ %%+#!0U"$ "#"0""$

蜂蜜 %#%0"&$ 1#"0%&$ %#&0./$

蘑菇 1#10"/$ %U#"0U"$ !#%%0!1$

木薯 %#%0"&$ /#"0&+$ %#&0./$

果实 %&#%&0&!$ &UU#%%01&$ "#"0""$

茶 .#.0%/$ %"+#!0&#$ %%#1%0!1$

酒 %#%0"&$ !#"0%/$ %#&0./$

混合性食物 &U#&U0++$ U+"#1"0//$ !#%%0!1$

其他 %%#%%0&&$ 1"!#%&0!1$ U#&"0""$

合计 #.#%""0""$ & !!/#%""0""$ 1+#%""0""$

原料污染变质次之"分别占总死亡人数的 U%0!1b’
%U0%!b"见表 &(

表 &$&"%"!&"%! 年广西食物中毒事件食物发病途径分布

K@ND:&$a@B7L@H6CE6CCGPN:<=J5C=B@M<=@B:G <= 6CCG

OC<PC=<=J:R:=BPC6’>@=J;<" &"%"-&"%!
发病途径 事件起数#b$ 中毒人数#b$ 死亡人数#b$

原料污染变质 %"#%"0&"$ &/.#%"0#/$ /#%U0%!$

设备污染 &#&0"!$ ###!0"+$ "#"0""$

操作人员污染 %#%0"&$ &!#"0#.$ "#"0""$

加工不当 %U#%U01+$ /"U#&!0.&$ %#&0./$

生熟交叉污染 %&#%&0&!$ !1"#%U0+.$ "#"0""$

备餐时间过长 ###0%.$ &1&##0!.$ %#&0./$

误食误服 1"#1"0/%$ !!"#%U0##$ &+#U%0!1$

投毒 %#%0"&$ &#"0".$ %#&0./$

其他 %/#%/011$ 1!!#%!0"/$ %#&0./$

合计 #.#%""0""$ & !!/#%""0""$ 1+#%""0""$

&0!$致病因素
在各类致病因素中"微生物类引起中毒的事件

数’中毒人数最多"分别占 !+0#&b’/"0/1b( 有毒
植物’化学类是导致中毒死亡的主要致病因素"分
别占 !.0+Ub和 &&0./b( 微生物类引起的食物中
毒中"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导致死亡人数最多"占
%U0%!b&植物类中"桐油果及桐油引发事件数和中
毒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数的 %%0&&b和 %"0!Ub(

在已查明致病因子中"引发事件数最多的前三
位为&桐油果及桐油"’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断
肠草"(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毒人数最多的前三位
为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桐油果及桐油&死亡人数
最多的前三位为断肠草’椰毒假单胞菌’毒蘑菇(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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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年广西食物中毒事件致病因素分布
K@ND:1$a@B7CJ:=<56@5BCEPC66CCG OC<PC=<=J:R:=BP<= ’>@=J;<" &"%"-&"%!

致病因素 事件起数#b$ 中毒人数#b$ 死亡人数#b$

微生物类

化学类

植物类

酒#眼斑芫菁$

原因不明
合计

椰毒假单胞菌 1#10"/$ %%#"0!+$ /#%U0%!$

沙门菌 .#.0%/$ 1./#%+0U.$ "#"0""$

副溶血性弧菌 .#.0%/$ 1".#%&0+#$ "#"0""$

金黄色葡萄球菌 /#/0%&$ %%+#!0U"$ "#"0""$

蜡样芽胞杆菌 !#!0".$ ."#10&U$ "#"0""$

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1#10"/$ +U#&011$ "#"0""$

志贺菌 %#%0"&$ .%#101%$ "#"0""$

粘附性大肠埃希菌 %#%0"&$ &+#%0"&$ "#"0""$

上述两种以上混合菌 !#!0".$ %#!#U0#1$ "#"0""$

其他 U#U0%!$ &&/##0&!$ "#"0""$

小计 !+#!+0#&$ % !.1#/"0/1$ /#%U0%!$

氟乙酰胺 %#%0"&$ &#"0".$ &#+0U%$

毒鼠强 %#%0"&$ &#"0".$ &#+0U%$

二氧化硫’脱氢乙酸 %#%0"&$ .1#101#$ "#"0""$

亚硝酸盐 %#%0"&$ %.#"0U!$ "#"0""$

其他 1#10"/$ %!#"0+U$ !#%%0!1$

小计 U#U0%!$ %%##!0.U$ .#&&0./$

毒蜂蜜 %#%0"&$ 1#"0%&$ %#&0./$

毒蘑菇 1#10"/$ %U#"0U"$ !#%%0!1$

木薯 %#%0"&$ /#"0&+$ %#&0./$

桐油果’桐油 %%#%%0&&$ &+/#%"0!U$ "#"0""$

蓖麻籽 %#%0"&$ &%#"0./$ "#"0""$

四季豆 &#&0"!$ /!#&0/&$ "#"0""$

断肠草 .#.0%/$ %"+#!0&#$ %%#1%0!1$

小计 &U#&U0++$ !U&#%#01"$ %U#!.0+U$
%#%0"&$ !#"0%/$ %#&0./$
%.#%.01U$ 1/.#%+0"!$ 1#.0+U$
#.#%""0""$ & !!/#%""0""$ 1+#%""0""$

&0+$各类食物致病的途径和因素
在发生事件数和发病人数最多的前三位食物

中"混合性食物中毒因加工不当’生熟不分’备餐时
间过长和原料污染变质"由微生物类或化学类致病

因素引起( 果实中毒的原因主要为误食误服"由自
身有毒成分引起( 畜禽肉及其制品中毒的原因在
食品采购’储存和加工制作各环节均可出现"致病
因素基本为微生物类( 详见表 !’+(

表 !$不同食物引发中毒事件的途径分布#例$

K@ND:!$?C=B@M<=@B<=JO@B7L@HC6B7:5@>P@B<R:6CCGPE:POC=P<ND:6CE6CCG OC<PC=<=J

食物种类
原料污
染变质

设备
污染

操作人
员污染

加工
不当

生熟交
叉污染

备餐时
间过长

误食
误服

投毒 其他 合计

谷制品 1 " " % " & " " " /

畜禽肉及其制品 % % % % ! 1 " " & %1

水产品及其制品 " % " & " " " " & +

蛋及其制品 " " " " % " " " " %

乳及其制品 % " " " " " " " " %

糕点及焙烤食品 " " " & " % " % " !

蔬菜 & " " & " " " " " !

蜂蜜 " " " " " " % " " %

蘑菇 " " " " " " 1 " " 1

木薯 " " " " " " % " " %

果实 " " " " " " %& " " %&

茶 " " " " " " . " " .

酒 " " " " " " % " " %

混合性食物 & " " U U 1 " " . &U

其他 % " " & " " ! " ! %%

合计 %" & % %U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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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食物引发中毒事件的致病因素分布#例$

K@ND:+$a@B7CJ:=<56@5BCEPC66CCG OC<PC=<=J@MC=JG<66:E:=B

S<=GPC66CCG

食物种类
微生
物类

化学
类

植物
类

药酒
原因
不明

合计

谷制品 / " " " " /

畜禽肉及其制品 %% " " " & %1

水产品及其制品 ! % " " " +

蛋及其制品 % " " " " %

乳及其制品 % " " " " %

糕点及焙烤食品 1 % " " " !

蔬菜 " ! " " " !

蜂蜜 " " % " " %

蘑菇 " " 1 " " 1

木薯 " " % " " %

果实 " " %& " " %&

茶 " " . " " .

酒 " " " % " %

混合性食物 %/ 1 " " . &U

其他 1 " " " . %%

合计 !+ # &+ % %. #.

1$讨论
分析和掌握中毒的病因食物及其引发环节途

径和具体致病因素"从中找出规律性特点"进而采
取有针对性措施"对于控制和减少食物中毒事件
发生至关重要( 本研究发现"&"%"!&"%! 年广西
累计发生的 #. 起食物中毒事件中"发生事件数和
中毒人数最多的前三位病因食物为混合性食物’
畜禽肉及其制品和果实"主要发病途径为误食误
服’加工不当’生熟交叉污染"主要的致病因素为
微生物’其次为植物毒素( 混合性食物成为食物
中毒最主要的病因食品与国内的情况类似"与我
国膳食结构复杂’烹调和加工方式多样有关 )/* (
误食误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居民
和小学生缺乏食品安全意识和鉴别有毒动植物的
能力 )U* ( 根据文献报道 ).* "造成加工不当’生熟交
叉污染的主要原因可能为%&食品从业人员缺乏
食品卫生知识"对洗手和区分生熟食品用具’容器
的目的不了解"操作中混用生熟食品加工用具和
容器"或一人同时加工生熟食品&’食品加工场所
狭小而拥挤"使食品加工场所布局上无法区分清
洁区和非清洁区( 本次调查发现"广西因地理’气
候’饮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由细菌为主的致病性
微生物引发的食物中毒高发"在中毒起数’中毒病
例数 构 成 比 方 面"都 明 显 超 过 &"""!&"%% 年
.0"%b和 /0/b的全国平均水平 )#* (

食物中毒事件出现人员死亡往往引发社会恐
慌"本调查发现"有毒植物’谷制品’混合性食物’
有毒动物等 ! 类食品"因误食误服’原料污染’加
工不当’备餐时间过长’投毒等方式和途径"在各

种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均可发生致死性食物中毒事
件( 椰酵假单胞菌是我国学者 %#UU 年在东北酵
米面中毒食品中发现的一种食物中毒菌"%#+1!
%##! 年广西椰酵假单胞菌食物中毒的病死率为
/%0U.b )%"* "本次调查发现其是微生物类中导致死
亡人数最多的致病因素( 在广西百色’河池地区
一带山区农村"因常用各种粗粮浸泡于水中发酵
制成的酵米面’糯玉米汤圆粉"在加工和贮存过程
中可受该菌或其毒素污染(

根据 &"%"!&"%! 年广西食物中毒事件特征"本
课题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编制高风险食物目录清单( 将中毒事件发
生频次高’中毒人数多和病死率高且已明确的食物种
类列为广西地区高风险食物"编制目录清单"提出相
应防控要点和关键措施( 目录清单食物种类主要包
括有毒植物’畜禽肉及其制品和谷制品等 1 类"其中
有毒植物包括野蜜蜂’桐油果及桐油’毒蘑菇’四季
豆’木薯’蓖麻籽等"畜禽肉及其制品主要是白切鸡鸭
和烧卤熟食制品"谷制品主要是酵米面’糯玉米粑’汤
圆和米粉等( 眼斑芫菁作为一种重要的抗癌昆虫药
物"体内含有斑蝥素"具有破结攻毒"除血积’利尿功
能)%%* "可用于治疗原发性肝癌’消化道肿瘤等癌
症)%&-%1* "民间若将其浸泡制成药酒"并误当食品食用
时可引起中毒或死亡( 断肠草作为非食用的有毒植
物"含有多种极毒的钩吻碱"民间如误将其当金银花
或雷公藤泡茶饮用"可致中毒或死亡( 鉴于断肠草在
食物中毒事故中发生起数多’死亡构成大"宜将其列
入农村地区食品风险清单(

二是实施差异化防控措施( 对列入高风险目
录的食物"根据其发病途径"分门别类采取措施(

&有毒动植物中毒易因误食误服引起"应加强科普
知识宣传"发布食品安全警示"提高公众辨识有毒
动植物和自救互救能力"不采’捡食不能确定安全
的不明果实’野菜’野蘑菇’野蜂蜜等&’对于畜禽
肉及其制品和混合性食物"以控制微生物生长繁殖
为目的"加强食品及原料从采购’贮存’加工制作直
至供餐等全过程监管"加大从业人员培训"提高安
全意识"严格食品采购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

加强餐饮具消毒"规范加工操作"推广应用 TY9倡
导的+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确保将食物做熟’保存
食物的安全温度’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等食品安
全五大要点 )%!* "防止原料污染变质’加工不当’交叉
污染"熟食在室温下不得存放 & 7 以上&(对于谷制
品"应着力改变偏远山区群众的不良饮食习惯"不
加工和食用不安全的酵米面"糯玉米粑和汤圆等食
物应现制现食"不食用存放时间过长尤其是已霉变



&"%"!&"%! 年广西食物中毒事件原因分析及防控对策!!!李勇强"等 !!1#$$ !

的食物( 鲜湿米粉是广西居民喜爱且消费量大的
食品"应加大对非法添加吊白块’焦亚硫酸纳和脱
氢乙酸盐#钠$等非食用物质的打击力度( 对于毒
鼠强’氟乙酰胺剧毒化学物"一方面要严厉打击非
法生产销售"另一方面要强调落实食品加工操作人
员接触食品前洗手制度"避免污染食物(

三是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一些食物中毒事件
致病原因不明"剧毒鼠药’毒蘑菇’毒蜂蜜’木薯等
发生中毒的病死率高( 提示应加强执法人员和专
业技术人员的技能培训"全面提高中毒事件流行
病学调查’毒害物质鉴别’未知成分鉴定和医疗救
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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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修订营养标签涉及行业相关信息变化的内容
$$当地时间 . 月 1 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对 &"%/ 年 + 月开始实施的营养标签规则做出进一步
规范!修订营养标签涉及行业相关信息变化的内容$ F],要求!所有的企业到 &"%. 年 U 月 &/ 日都必须遵守
食品包装营养标签规则!但每年不到 %""" 万美元的食品生产商或零售商可以延期至 &"%# 年 U 月 &/ 日$ 此
次修改的信息包括’

%4对食品行业常见的或者特别关注的问题进行进一步解释!规定维生素 ,%维生素 ?以及来自脂肪中的
热量不再被标注为"膳食成分#!同时允许维生素 ]%钾和添加糖被标注为"膳食成分#$ 不再要求"热量#的
字体必须比其他成分的字体至少大 & 号或者以加粗字体表示$

&4规定带注释或插图的图形最常用的标签格式$
14列举高分辨率的标签格式的例子$
!4对每日每次维生素%矿物质的通常摄入参考量进行最终规定$
+4对添加糖标签标注进行规范$ (来源’进出口食品安全局)
(相关链接’7BBO’2235SPO@f34@fP<f4JCR45=2L;BP2JL6D6J2&"%/".2B&"%/"."+s!U%#1&47B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