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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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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食源性疾
病暴发监测系统收集经过流行病学调查的所有发病
人数在 & 人及以上或出现 ) 人及以上死亡的暴发事
件) 本研究对 &*)&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报告
系统收集的暴发信息进行汇总与分析"了解我国食源
性疾病暴发情况和流行病学特点"有助于发现食品安
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便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决
策依据"控制和预防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资料与方法
)A)(数据来源

&*)& 年全国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 & ,+&
个县级及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参与调查和报告)
数据来源为各监测地区参与调查的发病人数在 & 人
及以上或死亡 ) 人及以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调查结束一周后"通过/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0
网络直报相关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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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起"
累计发病 )’ +L, 人"死亡 )’L 人"全国范围内发病
率为 )A*)0)* 万"病死率为 )A**c"平均每起事件
的患者数为 )% 人) 云南省报告事件起数*发病人数
和死亡人数均最多"分别占 &&A+4c # &*40,)L $*
&%A%4c#’ 2,,0)’ +L,$和 2*A)%c#%%0)’L$) 详见
表 ))
&A&(食源性疾病暴发的时间分布

&*)& 年报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2 m
)* 月发生的事件起数和发病人数分别占 LLA4+c
#L)20,)L$和 LLA,,c#)* ++40)’ +L,$"其中 + 月份

事件起数最多"占 )2A,2c#)’L0,)L$")* 月份死亡
人数最多"占 &2A4&c#’20)’L$) 详见表 &)

毒蘑菇引起的事件在 ) m)) 月均有发生"+ m
)* 月明 显 增 加" 占 全 年 事 件 起 数 的 44A%+c
#)L40&*)$&菜豆和亚硝酸盐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全
年均有发生&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事件在 L m4 月最
多"占全年事件起数的 2+A%4c#’20L’$&沙门菌引
起的事件集中在 2 m)* 月"占全年事件起数的
,)A+Lc#%%0+*$&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引起的
事件在 ’ m, 月明显增加"占全年事件起数的
4&A&&c#’L02%$)
&A’(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场所

&*)& 年报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发生场
所明确的共 44% 起"占 ,+A%)c#44%0,)L$) 发生场所
明确的事件中"发生在家庭的事件起数和死亡人数最
多"分别占 2’A&4c#’4’044%$和 ,)A&2c#)&%0)’L$&
发生在集体食堂和餐饮服务单位的发病人数较多"分
别占 总 发 病 人 数 的 ’4A+,c # % )L&0)’ ’+L $ 和
’LA+&c#% *&40)’ ’+L$) 详见表 ’)
&A2(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原因食品

&*)& 年报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原因食
品明确的共 L2% 起"占 4)A&2c#L2%0,)L$) 在原因
食品明确的事件中"菌类及其制品引起的事件起数
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数的 &LAL,c#&*L0L2%$
和 %LA2+c#LL0)’2$"主要为毒蘑菇中毒) 肉与肉制
品引起的发病人数最多#),AL2c"& &&40)) &4%$"其
次为蔬菜类及其制品#)’A&*c") 2,*0)) &4%$*粮食
类及其制品#)&A’&c") ’,*0)) &4%$) 详见表 2)
&A%(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致病因子

&*)& 年报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病因明
确的事件共 +%, 起"占 L)A4+c#+%,0,)L$) 病因明
确的事件中"微生物性因素导致的食源性疾病事件
起数和发病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数的 ’4A+,c
#&%%0+%,$和 +LA’’c#+ 4220)* )+%$"主要是由副
溶血性弧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蜡
样芽胞杆菌等引起) 引起暴发的有毒植物主要是
未熟透的菜豆"有毒动物主要是野生蜂蜜和河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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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年不同监测地区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报告情况
_O?/:)(8:].=<:S K..S?.=>:SH;:O;:.R<?=:O‘;?CSHKK:=:><]=.̂H>B:;H> &*)&

地区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平均每起事件患者人数 发病率0)* 万 病死率0c

北京 &% ’+4 ) )% )AL4 *A&L

天津 ’ +2 * &) *A2% *A**

河北 &* 2,% ) &% *A+4 *A&*

山西 &% ’%) ) )2 *A,L *A&4

内蒙古 % &)% * 2’ *A4+ *A**

辽宁 4 44 * )) *A&* *A**

吉林 )* 2%+ ) 2+ )A++ *A&&

黑龙江 % L, * )+ *A&) *A**

上海 )& )L% * )% *AL2 *A**

江苏 2’ %), ) )& *A++ *A),

浙江 ’L 2)* & )) *AL% *A2,

安徽 %’ %’% )) )* *A4, &A*+

福建 ’% ’44 ’ )) )A*2 *ALL

江西 ’ + * & *A*) *A**

山东 , ’*& * ’2 *A’) *A**

河南 % )%, * ’& *A)L *A**

湖北 )* &)+ ’ && *A’L )A’,

湖南 ’, L+& & &* )A)% *A&+

广东 ,4 ) **’ + )* *A,% *A+*

广西 %* +2& + )’ )A’L *A,’

海南 &% 2’* * )L 2A4% *A**

重庆 ’, L,4 * &* &AL) *A**

四川 &4 ’22 2 )& *A2’ )A)+

贵州 L& +,’ ’2 )* )A,, 2A,)

云南 &*4 ’ 2,, %% )L LA%) )A%L

陕西 & 2) * &) *A)) *A**

甘肃 &4 ’,) ) )2 )A%& *A&+

青海 + L, 2 )’ )A’4 %A*+

宁夏 )) )&L * )& )A,+ *A**

新疆 ’ 22 ) )% *A&* &A&L

合计 ,)L )’ +L, )’L )% )A*) )A**

表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月份分布
_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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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2)’#’A*&$ 2#&A,&$
& ’%#’A4&$ ’2*#&A2,$ 2#&A,&$
’ %+#+A))$ ,%)#+A,%$ )#*AL’$
2 4*#4AL&$ & *)&#)2AL)$ &#)A2+$
% 4,#,AL)$ ) %L*#))A24$ +#2A’4$
+ )’L#)2A,2$ ) &L&#,A’*$ &4#&*A22$
L )*%#))A2%$ ) 2,,#)*A,+$ )L#)&A2)$
4 )&2#)’A%&$ ) L*4#)&A2,$ )’#,A2,$
, ,)#,A,&$ ) &,)#,A22$ ),#)’A4L$
)* 44#,A+*$ ) ’)+#,A+&$ ’2#&2A4&$
)) 2’#2A+,$ L,4#%A4’$ L#%A))$
)& ’+#’A,’$ %*,#’AL&$ &#)A2+$

合计 ,)L#)**A**$ )’ +L,#)**A**$ )’L#)**A**$

鱼&引起暴发的化学性因素主要为亚硝酸盐)
病因明确的事件中"毒蘑菇导致的死亡人数最

多"占总死亡人数的 +*A4*c#L+0)&%$&有毒植物中
断肠草引起的死亡数最多"共 2 人&有毒动物中野生
蜂蜜和河鲀鱼引起的死亡人数分别为 2 和 & 人&微
生物性因素中椰毒假单胞菌*肉毒梭菌及其毒素引
起的死亡人数分别为 % 和 ’ 人&化学性因素中亚硝
酸盐*乌头碱*毒鼠强引起的死亡人数分别为 ))*L
和 2 人) 详见表 %)
&A+(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引发因素

&*)& 年报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由误食
误用引起的事件起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数
的 ’*A’&c#&L40,)L$和 L)A%’c#,40)’L$&由加工
不 当 所 致 的 发 病 人 数 最 多" 占 ’*A4+c
#2 &&)0)’ +L,$) 详见表 +)

LLA+)c # )%+0&*) $ 的 毒 蘑 菇 中 毒 事 件 和
L)A2’c#%*0L*$的亚硝酸盐中毒事件均是由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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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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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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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
合计

单位食堂 ,’#)*A)2$ ) ’4L#)*A)2$ &#)A2+$

学校食堂 ,)#,A,&$ ’ L4%#&LA+L$ )#*AL’$

小计 )42#&*A*L$ % )L&#’LA4)$ ’#&A),$

宾馆饭店 )++#)4A)*$ & ,L2#&)AL2$ &#)A2+$

街头摊点 &2#&A+&$ &+)#)A,)$ *#*A**$

快餐店 )4#)A,+$ &+’#)A,&$ *#*A**$

食品超市 2#*A22$ +2#*A2L$ *#*A**$

送餐 )%#)A+2$ ’’,#&A24$ *#*A**$

其他 ,)#,A,&$ ) )&L#4A&2$ L#%A))$

小计 ’)4#’2A+4$ % *&4#’+AL+$ ,#+A%L$
’4’#2)ALL$ ’ )+L#&’A)%$ )&%#,)A&2$
’&#’A2,$ ’)&#&A&4$ *#*A**$
,)L#)**A**$ )’ +L,#)**A**$ )’L#)**A**$

表 2(&*)&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原因食品分布

_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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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与肉制品 )*’#))A&’$ & &&4#)+A&,$ %#’A+%$

蔬菜类及其制品 L%#4A)4$ ) 2,*#)*A4,$ 2#&A,&$

水果类及其制品 ’#*A’’$ &*#*A)%$ *#*A**$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2’#2A+,$ ++’#2A4%$ ’#&A),$

乳与乳制品 2#*A22$ %*#*A’L$ *#*A**$

蛋与蛋制品 &’#&A%)$ &+4#)A,+$ )#*AL’$

饮料与冷冻饮品 ’#*A’’$ 2&#*A’)$ *#*A**$

粮食类及其制品 +L#LA’)$ ) ’,*#)*A)+$ )&#4AL+$

豆及豆制品 &*#&A)4$ 24,#’A%L$ *#*A**$

菌类及其制品 &*L#&&A%L$ ,2L#+A,&$ LL#%+A&*$

酒类及其制品 +#*A+%$ %2#*A’,$ %#’A+%$

调味品 &*#&A)4$ ),’#)A2)$ %#’A+%$

保健食品 ’4#2A)2$ &4’#&A*L$ )&#4AL+$

其他食品 L#*AL+$ &%#*A)4$ &#)A2+$

多种或混合食品 )&+#)’AL2$ ’ )2’#&&A,4$ 4#%A42$

不明食品 )L&#)4AL+$ & ’,2#)LA%*$ ’#&A),$

合计 ,)L#)**A**$ )’ +L,#)**A**$ )’L#)**A**$

食误用导致的&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及其毒素等常见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暴发多
由加工不当导致)

’(讨论
&*)& 年参与事件报告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已

达到 & ,+& 个"除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余地
区均有报告"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求上报一次发
病人数 ’* 人以上或死亡 ) 人相比"暴发监测系统收
集到的事件数相对更多更全面) 事件报告数较多
的地区并不意味着食品安全状况差"而侧面反映报
告意识强"对报告工作重视程度高)

数据分析发现"&*)& 年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前

% 位的依次为毒蘑菇中毒*副溶血性弧菌感染*亚硝
酸盐中毒*沙门菌感染和菜豆中毒"暴发事件数依
次为 &*)*L’*L**+**2% 起) &*)& 年有 %%A2Lc的死
亡病例由毒蘑菇导致"与历年数据 ’&#+(比较"毒蘑菇
引起的中毒事件起数逐年增多"&*)& 年全国共)L 个
省0自治区0直辖市报告毒蘑菇中毒事件"主要集中
在云南*贵州等地区"多发生在家庭"因误采误食导
致"由于毒蘑菇鉴定需专业技术机构"普通公众和
广大消费者很难通过形态*颜色*气味等区分有毒
蘑菇和食用蘑菇"建议在云南*贵州等地区开展有
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工作"如针对农民*民工等重点
人群开展教育工作"在蘑菇生长密集的山区树立警
示牌等"提高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不私自采食野
生蘑菇"以预防毒蘑菇中毒) 此外"毒蘑菇种类众
多"临床表现多样"严重的可导致肝肾损害甚至死
亡"又无特效解毒剂"因此一旦发现中毒应及时就
医排毒"防止毒素进入体内导致病情恶化"从而减
少死亡) 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暴发多发生在我国
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因在宾馆饭店食用水产品导
致"而沙门菌暴发多发生在家庭和宾馆饭店"因肉
制品加工不当导致) 建议夏秋高发季节加强餐饮
服务单位的健康宣教和监管"并开展家庭食源性疾
病预防的宣传工作"普及世界卫生组织#\"Y$食品
安全五要点"控制交叉污染"预防微生物性食源性
疾病的发生)

与 &*)& 年美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数据 ’L(比
较"美国共收集 4’) 起事件"由细菌导致的事件数和
发病人数最多"其次是病毒"而化学及毒素*寄生虫
引起的暴发较少) 其中"诺如病毒引起的事件数和
发病人数最多"细菌以沙门菌*弯曲菌*产志贺毒素
的大肠埃希菌# !_N5$和产气荚膜梭菌为主) 虽然
中美两国均以微生物性因素为主"但导致暴发的主
要病原体不同"我国弯曲菌*!_N5及产气荚膜梭菌
引起暴发的报告较少"而副溶血性弧菌一直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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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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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致病因素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c$ 死亡人数#c$

毒蘑菇

有毒植物

有毒动物

微生物性

化学性

不明原因
合计

&*)#&)A,&$ 4’)#+A*4$ L+#%%A2L$

菜豆 2%#2A,)$ +LL#2A,%$ *#*A**$

桐油果 ,#*A,4$ %&#*A’4$ *#*A**$

蓖麻子 %#*A%%$ L&#*A%’$ *#*A**$

断肠草 2#*A22$ )4#*A)’$ 2#&A,&$

马桑树果 ’#*A’’$ )+#*A)&$ )#*AL’$

苦瓠瓜 &#*A&&$ %+#*A2)$ *#*A**$

发芽马铃薯 &#*A&&$ &,#*A&)$ *#*A**$

藜芦 )#*A))$ 2#*A*’$ )#*AL’$

其他有毒植物 )&#)A’)$ )%,#)A)+$ *#*A**$

小计 4’#,A*%$ ) *4’#LA,&$ +#2A’4$

野生蜂蜜 2#*A22$ 2*#*A&,$ 2#&A,&$

河鲀鱼 2#*A22$ )*#*A*L$ &#)A2+$

野生蜂蛹 &#*A&&$ )*#*A*L$ *#*A**$

有毒贝类 &#*A&&$ ’,#*A&,$ )#*AL’$

其他有毒动物 )#*A))$ ’#*A*&$ *#*A**$

小计 )’#)A2&$ )*&#*AL%$ L#%A))$

副溶血性弧菌 L’#LA,+$ ) &4*#,A’+$ *#*A**$

沙门菌 +*#+A%2$ & *4,#)%A&L$ )#*AL’$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 2%#2A,)$ ,L,#LA)+$ )#*AL’$

蜡样芽胞杆菌 &4#’A*%$ ,2,#+A,2$ *#*A**$

变形杆菌 )2#)A%’$ )4&#)A’’$ *#*A**$

大肠埃希菌 )&#)A’)$ %4’#2A&+$ *#*A**$

诺如病毒 4#*A4L$ +,#*A%*$ *#*A**$

肉毒梭菌及其毒素 %#*A%%$ &+#*A),$ ’#&A),$

肺炎克雷伯菌 &#*A&&$ ’%+#&A+*$ *#*A**$

志贺菌 &#*A&&$ +2#*A2L$ *#*A**$

气单胞菌 &#*A&&$ )L+#)A&,$ )#*AL’$

椰毒假单胞菌 )#*A))$ ,#*A*L$ %#’A+%$

其他微生物 ’#*A’’$ 4&#*A+*$ *#*A**$

小计 &%%#&LA4)$ + 422#%*A*’$ ))#4A*’$

亚硝酸盐 L*#LA+’$ L),#%A&+$ ))#4A*’$

乌头碱 ,#*A,4$ +2#*A2L$ L#%A))$

毒鼠强 ,#*A,4$ ’%#*A&+$ 2#&A,&$

胰蛋白酶抑制剂 ’#*A’’$ &)%#)A%L$ *#*A**$

秋水仙碱 ’#*A’’$ 2L#*A’2$ *#*A**$

甲醇 )#*A))$ )*#*A*L$ )#*AL’$

有机磷农药 )#*A))$ ’#*A*&$ )#*AL’$

菊酯类农药 )#*A))$ ’#*A*&$ )#*AL’$

盐酸塞拉嗪 )#*A))$ +)#*A2%$ *#*A**$

漂白剂 )#*A))$ 4’#*A+)$ *#*A**$

其他化学性物质 4#*A4L$ +%#*A2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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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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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发环节 事件起数#c$ 发病人数#c$ 死亡人数#c$
储存不当 +)#+A+%$ ) &L,#,A’%$ )#*AL’$
加工不当 &22#&+A+)$ 2 &&)#’*A4+$ 4#%A42$
交叉污染 ))#)A&*$ )%’#)A)&$ *#*A**$
投毒 ’#*A’’$ &L#*A&*$ &#)A2+$
误食误用 &L4#’*A’&$ ) L+’#)&A4,$ ,4#L)A%’$
原料变质 )*#)A*,$ ,+#*AL*$ *#*A**$
原料污染 L#*AL+$ L2#*A%2$ )#*AL’$
混合因素 +4#LA2&$ & &4,#)+AL’$ %#’A+%$
因素不明 &’%#&%A+’$ ’ LLL#&LA+)$ &&#)+A*+$
合计 ,)L#)**A**$ )’ +L,#)**A**$ )’L#)**A**$

国及东南亚各国引起暴发的主要致病菌"这可能与

饮食消费习惯*疾病监测体系*流行病学分析和实

验室检测能力等因素有关)

暴发监测数据由于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实验室

检验结果*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等明确"各国常用于

归因分析和风险分级"通过主要致病因子#食品组合

及危险因素分析"为食品安全监管和预防措施的制

定提供基础数据) 同时暴发监测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漏报情况严重"且致病因子和0或原因食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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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比例较高"因此应继续完善我国食源性疾病监
测网络的建设"开展技术培训"加强基层食源性疾
病流行病学调查能力和实验室检验能力)

#志谢(全国参与食源性疾病暴发调查及数据上报分
析的各位领导和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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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