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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 &*)) 年中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对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

收集的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年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上报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 4*, 起!累计发病 )2 *%L 人!死亡 ))’ 人!微生物性因素引起的事件数和发病人数最多!分别占 &+A&c

#&)&04*,%和 ’LA+c#% &,&0)2 *%L%!化学性因素引起的死亡人数最多!占 ’,A4c#2%0))’%" 结论(微生物性因素

是导致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主要原因!化学性因素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此外!应不断加强我国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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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

项目

作者简介!李薇薇(女(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食品卫生学

N#-OH/’ 9:H9:H/HQBK;OJ>:<JB>

通信作者!郭云昌(男(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食品卫生和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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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食源性疾病是世界范围内 引起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估计全球每年 + 亿人
患病"2& 万人死亡"腹泻是最常见的疾病表现 ’)( )
&*))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后"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逐渐建立健全我
国食源性疾病监测体系"其中"通过/食源性疾病暴
发监测系统0对全国发生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信息进
行收集*汇总和分析"掌握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发生
时间*致病因子*原因食品*发生场所和引发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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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了解其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以便及时制定预
防控制措施) 本研究对 &*)) 年全国食源性疾病暴
发监测的数据进行分析"掌握暴发特征和发生原因)

)(材料与方法
)A)(数据来源

&*))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0覆盖
全国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 & 4%2 个县级以上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参与调查和报告) 数据来源为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与调查的所有发病人数
在 & 人及以上或死亡 ) 人及以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调查完毕后一周内通过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
测系统0填报"并经市#省#国家分级审核后纳入分析
数据)
)A&(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MHB=.;.K<N[B:/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分析"人口数据使用 &*)* 年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

&(结果
&A)(基本情况

&*)) 年全国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4*, 起"累计发病 )2 *%L 人"死亡 ))’ 人"全国范围
内平均每起事件的发病人数约为 )L 人"发病率为
)A)0)* 万"病死率为 *A4c) 除西藏*新疆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其余地区均有事件报告"云南省报告
事件数最多#)%& 起$"其次为广东省#4L 起$和贵州
省#4* 起$) 详见表 ))
&A&(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致病因子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病因明确的事
件为 %%+ 起"占 +4ALc # %%+04*, $"发病人数为
, ,2, 人"占 L*A4c#, ,2,0)2 *%L$) 病因明确的事
件中"按事件数统计"微生物性因素和有毒动植物
因素均占 ’4A)c#&)&0%%+$"化学性因素占 &*A)c
#))&0%%+$&按发病人数统计"微生物性因素所致的
发病人数最多"占 %’A&c#% &,&0, ,2,$"其次是有
毒动植物"占 ’*A&c#’ **,0, ,2,$&按死亡人数统
计"化学性因素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占 %)A)c
#2%044$) 详见表 &)

微生物性因素引起的暴发事件中"副溶血性弧
菌引起的事件数最多"占微生物性因素事件总数的
’2A*c#L&0&)&$"其次为沙门菌#&)A&c"2%0&)&$*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 #)&ALc"&L0&)&$*蜡样
芽胞杆菌 #,A,c"&)0&)& $和大肠埃希菌 # LA%c"
)+0&)&$等) 化学性因素引起的暴发事件中"以亚
硝酸盐为主 # +)A+c" +,0))& $"其次为有机磷农

(((表 )(&*))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上报暴发事件

基本情况

_O?/:)(8:].=<:S K..S?.=>:SH;:O;:.R<?=:O‘;?C

SHKK:=:><]=.̂H>B:;H> &*))

监测地区
事件
起数

发病
人数

死亡
人数

发病率
0)* 万

病死率
0c

北京 ’2 2,% * &A% *A*

天津 )& &&) * )AL *A*

河北 )% &’% 2 *A’ )AL

山西 ’) 4** & &A& *A’

内蒙古 + )L, ) *AL *A+

辽宁 &* 2+) & )A) *A2

吉林 + ))L * *A2 *A*

黑龙江 )2 ’’+ * *A, *A*

上海 + )&+ * *A+ *A*

江苏 ’+ %+4 & *AL *A2

浙江 ’& %,2 ) )A) *A&

安徽 %+ ,*+ + )A% *AL

福建 )L 2&, ’ )A& *AL

江西 & )% ) *A* +AL

山东 4 ’’% ’ *A2 *A,

河南 )’ &)+ * *A& *A*

湖北 )) )+% + *A’ ’A+

湖南 ’+ 4L* & )A’ *A&

广东 4L ) )’& ) )A) *A)

广西 &) %%L , )A& )A+

海南 )& ))2 * )A’ *A*

重庆 ’’ 4*4 ’ &A4 *A2

四川 &, 2’) ) *A% *A&

贵州 4* ,2, &* &AL &A)

云南 )%& & ’*L &, %A* )A’

陕西 ) &) * *A) *A*

甘肃 &% ’4& , )A% &A2

青海 4 )4, L ’A2 ’AL

宁夏 + ,, ) )A+ )A*

合计 4*, )2 *%L ))’ )A) *A4

药#)’A2c")%0))&$和毒鼠强#))A+c")’0))&$等)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暴发事件中"以毒蘑菇为主
#2,A%c" )*%0&)& $" 其次 为 菜 豆中 毒 # ’’A%c"
L)0&)&$等)

化学性因素及毒蘑菇引起的死亡多由误食误
用引起&微生物性因素导致的死亡病例多由污染引
起"其中 L 例是肉毒梭菌及其毒素所致"& 例由椰毒
假单胞菌及其毒素导致)
&A’(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场所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按事件数统
计"家庭为首要发生场所 #’LA+c"’*204*,$"其次
为餐饮服务单位 # ’+A)c" &,&04*, $*集体食堂
#&+A’c"&)’04*,$) 按发病人数统计"发生在集体
食堂的人数最多#’,A&c"% %*40)2 *%L$"其次为餐
饮服务单位 #’%A2c"2 ,4*0)2 *%L$) 按死亡人数
统计"发生在家庭的死亡人数最多"高达 L%A&c
#4%0))’$) 详见表 ’)



&*)) 年中国大陆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资料分析!!!李薇薇"等 !&4%(( !

表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致病因子分布
_O?/:&(N<H./.PH:;.KK..S?.=>:SH;:O;:.R<?=:O‘;H> &*))

致病因子 事件起数#c$ 发病人数#c$ 死亡人数#c$

化学性

微生物性

有毒动植物

混合因素
不明原因
合计

亚硝酸盐 +,#4A%$ 4*L#%AL$ )*#4A4$

有机磷农药 )%#)A,$ )&2#*A,$ ,#4A*$

毒鼠强 )’#)A+$ 4*#*A+$ )’#))A%$

乌头碱 ’#*A2$ &)#*A)$ *#*A*$

氰化物 &#*A&$ ,#*A)$ %#2A2$

其他 )*#)A&$ &)*#)A%$ 4#LA)$

小计 ))&#)’A4$ ) &%)#4A,$ 2%#’,A4$

副溶血性弧菌 L&#4A,$ ) 2*’#)*A*$ *#*A*$

沙门菌 2%#%A+$ ) +’&#))A+$ )#*A,$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 &L#’A’$ +*+#2A’$ *#*A*$

蜡样芽胞杆菌 &)#&A+$ %,*#2A&$ *#*A*$

大肠埃希菌 )+#&A*$ &L2#)A,$ )#*A,$

变形杆菌 )%#)A,$ &*%#)A%$ *#*A*$

肉毒梭菌及其毒素 2#*A%$ )’#*A)$ L#+A&$

志贺菌 ’#*A2$ )&&#*A,$ *#*A*$

其他细菌 +#*AL$ ’*4#&A&$ &#)A4$

诺如病毒 ’#*A2$ )’,#)A*$ *#*A*$

小计 &)&#&+A&$ % &,&#’LA+$ ))#,AL$

毒蘑菇 )*%#)’A*$ 24+#’A%$ ’)#&LA2$

菜豆 L)#4A4$ ) %&,#)*A,$ *#*A*$

贝类毒素 ,#)A)$ )L&#)A&$ *#*A*$

组胺 +#*AL$ )L2#)A&$ *#*A*$

桐油 +#*AL$ &2,#)A4$ *#*A*$

蓖麻毒素 2#*A%$ 42#*A+$ *#*A*$

其他 ))#)A2$ ’)%#&A&$ *#*A*$

小计 &)&#&+A&$ ’ **,#&)A2$ ’)#&LA2$
&*#&A%$ ’,L#&A4$ )#*A,$
&%’#’)A’$ 2 )*4#&,A&$ &%#&&A)$
4*,#)**A*$ )2 *%L#)**A*$ ))’#)**A*$

表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场所分布
_O?/:’(!:<<H>P;.KK..S?.=>:SH;:O;:.R<?=:O‘;H> &*))

暴发场所 事件起数#c$ 发病人数#c$ 死亡人数#c$

集体食堂

餐饮服务单位

家庭
合计

单位食堂 )’2#)+A+$ & L24#),A%$ +#%A’$

学校食堂 L,#,A4$ & L+*#),A+$ &#)A4$

小计 &)’#&+A’$ % %*4#’,A&$ 4#LA)$

宾馆饭店 )’,#)LA&$ & %’)#)4A*$ *#*A*$

街头摊点 ’)#’A4$ 2L*#’A’$ %#2A2$

送餐 )2#)AL$ &%*#)A4$ *#*A*$

快餐店 )’#)A+$ )’2#)A*$ *#*A*$

食品超市 L#*A,$ %&#*A2$ *#*A*$

其他 44#)*A,$ ) %2’#))A*$ )%#)’A’$

小计 &,&#’+A)$ 2 ,4*#’%A2$ &*#)LAL$
’*2#’LA+$ ’ %+,#&%A2$ 4%#L%A&$
4*,#)**A*$ )2 *%L#)**A*$ ))’#)**A*$

&A2(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时间分布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L m, 月是高发

时期"每月均超过 )** 起"占全年事件总数的
2&A*c # ’2*04*, $) 2 m)* 月发病人数均超 过
) *** 人" 占 全 年 发 病 人 数 总 数 的 4&A,c
#)) +%*0)2 *%L$) 详见表 2)
&A%(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引发因素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引发因素明确
的事件有 +’4 起"占 L4A,c #+’404*,$) 在引发因

素明确的事件中"加工不当为最常见的引发因素"
事件起数和发病人数分别占 ’,A%c #&%&0+’4 $和
2)A)c#2 +,+0)) 2)2$&其次为误食误用"事件起数
占 &+A*c#)++0+’4$) 误食误用导致的死亡人数最
多#+*A+c"+’0)*2$) 详见表 %)
&A+(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原因食品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原因食品明确
的事件有 +,L 起"占 4+A&c#+,L04*,$"其中植物类
食品占原因食品明确事件数的 %&A2c #’+%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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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月份分布
_O?/:2(!:O;.>O/H<C.KK..S?.=>:SH;:O;:.R<?=:O‘;H> &*))
月份 事件起数#c$ 发病人数#c$ 死亡人数#c$
) &L#’A’$ %’&#’A4$ ))#,AL$
& )L#&A)$ ’’&#&A2$ *#*A*$
’ ’)#’A4$ ’L4#&AL$ %#2A2$
2 L)#4A4$ ) 2))#)*A*$ )’#))A%$
% ,L#)&A*$ ) ,&%#)’AL$ )&#)*A+$
+ 4)#)*A*$ ) &L4#,A)$ ,#4A*$
L )&’#)%A&$ ) +’L#))A+$ ),#)+A4$
4 ))&#)’A4$ ) 44*#)’A2$ )*#4A4$
, )*%#)’A*$ ) 4%2#)’A&$ 4#LA)$
)* L4#,A+$ ) ++%#))A4$ )’#))A%$
)) 2%#%A+$ L%’#%A2$ L#+A&$
)& &&#&AL$ 2)&#&A,$ +#%A’$

合计 4*,#)**A*$ )2 *%L#)**A*$ ))’#)**A*$

其次为动物类食品#&%A)c")L%0+,L$) 在原因食品
明确的事件中"由蔬菜类及其制品引起的事件起数最
多"占 )4ALc # )’*0+,L $"其次为菌类及其制品
#)+A+c"))+0+,L$*肉与肉制品#)2A’c")**0+,L$*
(((

表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引发因素分布
_O?/:%(5.><=H?R<H>PKOB<.=;O;;.BHO<:S 9H<3 K..S?.=>:

SH;:O;:.R<?=:O‘;H> &*))
引发因素 事件起数#c$ 发病人数#c$ 死亡人数#c$

误食误用 )++#&*A%$ ) 24%#)*A+$ +’#%%A4$

加工不当 &%&#’)A)$ 2 +,+#’’A2$ 4#LA)$

原料变质 L#*A,$ 4+#*A+$ *#*A*$

生熟交叉污染 )&#)A%$ &22#)AL$ )#*A,$

存储不当 %,#LA’$ ) &’)#4A4$ )’#))A%$

设备污染 &#*A&$ &%#*A&$ *#*A*$

原料污染 )2#)AL$ ’LL#&AL$ &#)A4$

投毒 L#*A,$ +L#*A%$ )’#))A%$

其他因素 %#*A+$ L+#*A%$ *#*A*$

混合因素 ))2#)2A)$ ’ )&L#&&A&$ 2#’A%$

因素不明 )L)#&)A)$ & +2’#)4A4$ ,#4A*$

合计 4*,#)**A*$ )2 *%L#)**A*$ ))’#)**A*$

粮食类及其制品#4A+c"+*0+,L$*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LA’c"%)0+,L$等) 在原因食品明确的事件中"植物
类食品导致的死亡人数最多#+)A%c"+L0)*,$"其中菌
类及其制品为导致死亡的主要食品) 详见表 +)

表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原因食品分布
_O?/:+(T..S :̂3HB/:;H-]/HBO<:S H> K..S?.=>:SH;:O;:.R<?=:O‘;H> &*))

原因食品分类 事件起数#c$ 发病人数#c$ 死亡人数#c$

动物类食品

植物类食品

其他食品

多种或混合食品
不明食品
合计

肉与肉制品 )**#)&A2$ & ’)2#)+A%$ 4#LA)$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A’$ ,&’#+A+$ )#*A,$

蛋与蛋制品 )&#)A%$ &4*#&A*$ *#*A*$

乳与乳制品 &#*A&$ 2*#*A’$ ’#&AL$

其他动物类 )*#)A&$ )L%#)A&$ &#)A4$

小计 )L%#&)A+$ ’ L’&#&+A%$ )2#)&A2$

蔬菜类及其制品 )’*#)+A)$ & ++)#)4A,$ )#*A,$

菌类及其制品 ))+#)2A’$ %L2#2A)$ ’&#&4A’$

粮食类及其制品 +*#LA2$ ) )2,#4A&$ )+#)2A&$

豆与豆制品 )4#&A&$ ’’2#&A2$ %#2A2$

水果类及其制品 +#*AL$ ’’#*A&$ &#)A4$

其他植物类 ’%#2A’$ ’44#&A4$ ))#,AL$

小计 ’+%#2%A)$ % )’,#’+A+$ +L#%,A’$

调味品 )+#&A*$ &)%#)A%$ &#)A4$

饮料与冷冻饮品类 4#)A*$ )%L#)A)$ *#*A*$

酒类及其制品 %#*A+$ ’)#*A&$ 4#LA)$

小食品 %#*A+$ ’&#*A&$ ’#&AL$

小计 ’2#2A&$ 2’%#’A)$ )’#))A%$
)&’#)%A&$ & L,,#),A,$ )%#)’A’$
))&#)’A4$ ) ,%&#)’A,$ 2#’A%$
4*,#)**A*$ )2 *%L#)**A*$ ))’#)**A*$

’(讨论
’A)(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建设

&**4 年三聚氰胺事件使人们意识到疾病监测
的重要性"根据 &**, 年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的要求"食源性疾病监测正式纳入国家
食品风险监测计划"其中"暴发监测是食源性疾病
监测重要内容之一)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0
于 &*)* 年 )* 月建设启用"是覆盖国家级*省级*地
市级和县区级的四级网络直报系统) 截止 &*)) 年

底"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覆盖全国 &, 个省
#区*市$的 & 4%2 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年我
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

数与历年相比呈上升趋势 ’&#%( ) &*)) 年监测的事件

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比 &**+ 年分别增加
’+A&c*)A%c和 +4ALc ’+( "比 &*)) 年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收到的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分
别多 +&* 起和 % L’’ 人"死亡人数少 &2 人 ’L( )

’A&(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 年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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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是首要致病因子"由其引起的疾病多以呕
吐*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我国
试点开展的社区人群疾病负担调查 ’4(估计"我国
每年约 & 亿人罹患急性胃肠炎"%+A)c病例去医
院就诊"造成了极大的健康负担和社会经济负担"

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仍然是我国首要食品安全问
题) 在已明确致病因子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中"副溶血性弧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
毒素和蜡样芽胞杆菌等致病微生物引起的事件起
数和发病人数最多)

&*)) 年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引起的暴发事件
数与微生物性因素相同"发病人数仅次之"死亡人
数仅次于化学性因素"其中"毒蘑菇是主要致病因
子"所有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导致的死亡均由毒蘑
菇引起) 我国地域广阔*物产丰富"每年因误食毒
蘑菇死亡的病例高居不下"主要集中在云南和贵州
地区"可能由于西南部云贵山区"地形变化大"具有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0的典型亚热带气候"适
宜各种野生蕈类及动植物生长"而且当地尤其农村
地区有采食野生蘑菇的习惯"由于毒蘑菇与食用菇
外形相似"难以辨别"极易因误采误食导致中毒)

建议加强重点人群的健康宣传教育活动"并通过树
立警示牌及发放宣传折页等方式提醒公众不要私
自采食野生蘑菇)

与发达国家比较"目前我国的化学性因素是不
可忽略的食源性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因素"其中
每年因误食误用及肉制品过量使用亚硝酸盐导致
中毒的事件均占化学性事件首位"&*)) 年有 +)A+c
的化学性事件由亚硝酸盐引起) 亚硝酸盐既是护
色剂"保持肉制品良好色泽"又可以抑制细菌生长
繁殖"为我国允许限量使用到肉制品的添加剂"虽
然规定了使用范围和限量"但中毒事件和死亡病例
频发) 建议亚硝酸盐生产过程中"其包装需显著标
识危害和中毒剂量&肉制品生产过程应严格遵守国
家食品安全限量标准"不可超范围*超量使用&同时
加强健康教育和监管力度"降低我国亚硝酸盐中毒
引起的疾病负担)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生在家庭的事
件起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病死率最高"发生在集体
食堂和餐饮服务单位的发病人数居前 & 位"可见发
生场所主要以家庭*宾馆饭店和集体食堂为主"这
与历年暴发事件监测数据的流行规律相同 ’&#+( "但
是不明原因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呈上升趋势"这可能
受多种因素影响"使流行病学调查不能顺利进行"
调查人员无法及时采样和收集相关资料"同时也与
调查人员技术储备和实验室检验能力密切相关)

建议开展进一步培训"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对食源性
疾病的临床诊疗*提高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流行病
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能力等"从而增强食源性疾病
暴发应对处置能力&强化各级报告主体的责任意
识"完善详细报告手册和多级审核制度"使报告更
加规范性和完整性"保证暴发数据的完整和真实"
减少瞒报*漏报现象)
’A’(与美国暴发监测数据比较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年共收集 4*) 起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病 )2 )2* 人"死亡 2%
人 ’,( ) 在致病因子明确的 ’L, 起事件中"细菌性引
起的暴发起数最多"其余依次为病毒*化学因素及
毒素和寄生虫) 其中"诺如病毒是最常见的致病因
子"细菌以沙门菌*空肠弯曲菌*产志贺毒素大肠埃
希菌#!_N5$和产气荚膜梭菌为主) 引起暴发的致
病因子分布与我国明显不同"虽然我国也以微生物
性因素为主"但是沙门菌和副溶血性弧菌是主要致
病因子"诺如病毒引起的暴发较少"此外产气荚膜
梭菌和空肠弯曲菌引起的暴发在我国鲜有报告"可
能与流行病学调查及检测能力有关"而美国以诺如
病毒和沙门菌为主"副溶血性弧菌很少) 美国化学
性因素多以毒素为主"如雪卡毒素和组胺等"而我
国以亚硝酸盐和农药为主"这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
展阶段和饮食加工习惯密切相关)

美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数据主要用于归因
分析"明确引起暴发的食品和暴发的趋势"针对存
在问题的场所*关键环节和致病因子提出针对性措
施"&*)) 年引起暴发的主要致病因子#食品组合为
空肠弯曲菌#未巴氏消毒的奶制品*雪卡毒素#鱼类*
诺如病毒#水果等) 目前"我国对引起暴发的致病因
子#食品组合等归因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将
在统一规范食品分类的基础上开展归因分析"明确
我国引起暴发的主要食品*主要致病因子和重点场
所"从而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明确监管重点"并开展
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宣传)

食源性疾病暴发数据具有流行病学资料清晰*
充分等特点"是用于归因分析的最优资料) 但是暴
发数据仅反映了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
长*后果严重的事件和聚集性病例"而大量散发的
病例未被监测"为了评估食源性疾病对个人和社
会*对经济和健康的负担"急需健全我国食源性疾
病监测体系"建立涵盖散发病例*暴发事件*溯源调
查等综合监测网络)

#志谢(全国参与食源性疾病暴发调查及数据上报分
析的各位老师"为我国食源性疾病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全
面权威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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