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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全面启动短
短的几年里"探索性的建立了食源性疾病监测模
式"即病例监测(暴发监测(基于胃肠炎型的人群调
查(食源性致病菌分子溯源(食源性致病菌耐药监
测和重要食源性致病菌感染病例带菌状况的专项
监测"而且其监测(预警和控制体系也在不断完
善 + !, ’ 其中"全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网是随着
#&&, 年)食品安全法*的颁布"由原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委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建立
的法定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网络"该网络上报的数
据是由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以下简称新疆兵团$的县级及以上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参加完成流行病学调查核实后的食源性
疾病暴发数据"其目的是通过对散在的个案病例和
跨地区的 0集中发生"分散发现1的暴发事件的监
测(调查和归因分析 + !, "掌握高危食品和危险因素"
为政府制定和调整食源性疾病防控策略提供科学
依据’ 本研究对 #&!( 年全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
网的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

!"资料与方法
!C!"数据来源

由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兵团的各
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参与调查核实的所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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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为 $! 个监测地区通过食源
性疾病暴发监测网上报的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
监测数据’
!C#"数据分析

按照暴发事件的地区(时间(场所(原因食品(
致病因素和污染环节进行描述性分析’ 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口数使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结果
#C!"基本情况

#&!( 年监测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 6&! 起"累
计发病 #! $E6 人"死亡 !$, 人’ 其中"云南省暴发
事件起数最多"为 (6( 起 # ##CEh$"其次为山东省
#$E 起 # ,C,h$’ 云南省死亡人数最多"为 6, 人
#$(C$h$’ 暴发起数高于 !&& 起的省份为云南(山
东(湖南(浙江(山西和江西"(&9!&& 起的地区为四
川(河北(江苏(吉林(贵州(安徽(广东(海南(广西

和甘肃"!& 起及以下的地区为上海(内蒙古(青海(
新疆和新疆建设兵团#见表 !$’

表 !"#&!( 年各省上报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情况
4OdQ[!">Yef[PQQOSI[JWWZdWeS[ZPV[OV[WY\de[O/VPS \K[

Oe[OVPS #&!(

监测地区 事件起数
发病
人数

死亡
人数

发病率.!& 万 病死率.h

北京 $E 6’! & #C6 &C&
天津 6D (,D & 6C’ &C&
河北 DD ’’! ’ &C, &C,
山西 !!! ’D& # !C, &C$
内蒙古 , !(E & &C’ &C&
辽宁 #! $E( ( &C, !C$
吉林 D! 6’, # !CE &C6
黑龙江 #( 6!# & !C! &C&
上海 6 ’! & &C$ &C&
江苏 D! ! !6! ’ !C( &C(
浙江 !!’ ! &&, !& !C, !C&
安徽 E( ,6( # !C’ &C#
福建 6D 6D# $ !C$ &C’
江西 !&( ’,( 6 !C’ &C’
山东 #$E ! $EE # !C6 &C!
河南 !D $6& ! &C6 &C$
湖北 $& #,, $ &C( !C&
湖南 #&! ! (’, !$ #C6 &CD
广东 ’( ! #$D ! !C# &C!
广西 (E (&& D !C! !C’
海南 (D 6’E ! (C6 &C#
重庆 $6 ’#( ! #C# &C#
四川 ,# ,&& ( !C! &C’
贵州 E’ 6,# 6 !C6 &CD
云南 (6( $ D,, 6, DC( !C$
陕西 #, 6$6 6 !C# &C,
甘肃 (6 6’& $ !CD &CE
青海 !& ’! $ !C! 6C,
宁夏 6# ((& & DCE &C&
新疆 6 !E ! &C! (C,
新疆兵团 & & & &C& &C&
合计 # 6&! #! $E6 !$, !C’ &CE

#C#"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事件分布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9, 月事件起

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 E#C(h# ! E6!.
# 6&!$( ’$C(h # !$ (D$.#! $E6 $ 和 D6C#h # !!E.
!$,$"其中 D 月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最
多"分别占 #!CDh # (#$.# 6&! $( !’CDh # $ (D$.
#! $E6$和 #(C#h#$(.!$,$’ #&!( 年与 #&!6 年的
每月监测情况比较"暴发高峰均在 (9!& 月"其事件
数分别占 E,C#h# ! ,&#.# 6&!$和 E(C!h# ! !!!.
! 6D&$"见图 !’
#C$"食源性疾病暴发的致病因素

化学性因素引起的事件起数每月变化不大&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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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和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每月监测数量
MP-Ye[!">Yef[PQQOSI[JWWZdWeS[ZPV[OV[WY\de[O/V[f[ec

NWS\K PS #&!6 OSZ #&!(

生物性因素引起的事件多发生在 ( 9, 月# ’’C#h"
#,6.666$&毒蘑菇和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引起的事
件起数和死亡人数在 ( 9!& 月明显增加"毒蘑菇占
全年同类事件起数和死亡人数的 ,EC,h#EEE.E,6$
和 !&&C&h#E,.E,$"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占全年同
类事件起数和死亡人数的 (,CEh # !,!.$#& $ 和
,!C$h##!.#$$’ #&!( 年不同致病因素引起的暴发
"""

事件月监测数量见图 #’

图 #"#&!( 年不同致病因素导致的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起数
MP-Ye[#">Yef[PQQOSI[[\PWQW-P[VWJJWWZdWeS[ZPV[OV[

WY\de[O/V[f[ecNWS\K PS #&!(

由表 # 可见"致病因素明确的事件占 E!C(h
#! E!E.# 6&!$"其中"毒蘑菇所致的事件起数和死
亡人数最多"分别占 6’C#h# E,6.! E!E$和 ’&C$h
""表 #"#&!( 年不同致病因子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

4OdQ[#"8YNd[eVWJIOV[V"PQQS[VV[VOSZ Z[O\KVWJJWWZdWeS[ZPV[OV[WY\de[O/VIOYV[Z dcZPJJ[e[S\gO\KW-[SPIJOI\WeVPS #&!(

致病因素 致病因子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微生物性

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

化学性

毒蘑菇
寄生虫
不明#或$尚未查明原因
合计

副溶血性弧菌 !6E #’C!$ # $!( #!&CD$ ! #&CE$

沙门菌 !&! #6C#$ # 6,6 #!!CE$ ! #&CE$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 (’ ##C$$ D&( #$CD$ & #&C&$

蜡样芽胞杆菌 $D #!C’$ E&& #$C$$ # #!C6$

致泻大肠埃希菌 $! #!C$$ $!( #!C($ & #&C&$

肉毒梭菌及其毒素 E #&C$$ ## #&C!$ 6 ##C,$

变形杆菌 ’ #&C#$ E$ #&C$$ & #&C&$

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及其毒素 ! #&C&$ 6 #&C&$ 6 ##C,$

其他致病菌 ( #&C#$ !## #&C’$ & #&C&$

混合致病菌 ’ #&C#$ ’’ #&C$$ & #&C&$

未确定的细菌类 #D #!C#$ #D’ #!C$$ & #&C&$

诺如及其他病毒 !D #&CE$ ’(, #$C!$ & #&C&$

菜豆 !’! #’CE$ # &$’ #,C($ & #&C&$

乌头 $$ #!C6$ ##, #!C!$ !$ #,C6$

桐子果 #6 #!C&$ #$& #!C!$ & #&C&$

莨菪碱 !$ #&C($ (# #&C#$ & #&C&$

苦瓠瓜 !$ #&C($ (D #&C$$ & #&C&$

野菜 !# #&C($ 6& #&C#$ & #&C&$

其他有毒植物及其毒素 6# #!CE$ $(E #!CE$ E #(C&$

河鲀毒素 ’ #&C#$ !# #&C!$ ! #&CE$

组胺 ( #&C#$ $, #&C#$ & #&C&$

贝类毒素 $ #&C!$ !& #&C&$ ! #&CE$

其他有毒动物及其毒素 D #&C$$ #! #&C!$ ! #&CE$

亚硝酸盐 !&! #6C#$ ’(! #$C&$ !& #EC#$

农药 $E #!C($ #,& #!C6$ E #(C&$

禁用药 !! #&C($ ED #&C6$ & #&C&$

其他 D #&C$$ (! #&C#$ & #&C&$
E,6 #$$C!$ $ !,, #!(C&$ E, #(’CD$
# #&C!$ $’ #&C#$ & #&C&$

’D6 ##DC($ ’ !#6 ##DCE$ D #(CD$
# 6&! #!&&C&$ #! $E6 #!&&C&$ !$, #!&&C&$

注%其他致病菌包括志贺菌(气单胞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其他有毒植物及其毒素包括花粉(发芽马铃薯(马桑果(铁树果(蓖麻籽(罂粟等&其他有
毒动物及其毒素包括蚕蛹(野蜂蛹(蟾蜍(有毒鱼胆(鱼籽等&农药包括氨基甲酸酯类(有机磷类(拟除虫菊酯类等&禁用药包括毒鼠强(克伦特罗
等&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及其毒素的事件起数占比为 &C&6h"发病人数占比为 &C&#h&贝类毒素发病人数占比为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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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微生物性因素所致的发病人数最多"占
(!C(h#E D’!.!( #(&$"其中副溶血性弧菌所致事
件起数最多 # $$C!h" !6E.666 $" 其次为沙门菌
###CEh"!&!.666$(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
#!#C’h"(’.666$(蜡样芽胞杆菌#DC’h"$D.666$和
致泻大肠埃希菌#EC&h"$!.666$"椰毒假单胞菌酵
米面亚种及其毒素和肉毒梭菌及其毒素是微生物
性因素的主要死亡原因"均占微生物性死亡人数的
$$C$h#6.!#$&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事件中"以菜
豆#(&C$h"!’!.$#&$(乌头#!&C$h"$$.$#&$和桐子
果#EC(h"#6.$#&$等有毒植物为主"其中"有毒植物
导致的死亡人数占 DEC&h# #&.#$$&化学性因素所
致的事件中"以亚硝酸盐#’6C$h"!&!.!(E$为主"其
次为 农 药 # #$C’h" $E.!(E $" 死 亡 人 数 分 别 占
(DCDh#!&.!E$和 6!C#h# E.!E$"是化学性因素所
致事件中引起死亡的主要因素’
#C6"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原因食品

由表 $ 可见"查明原因食品的事件占 DDC6h
## !##.# 6&!$"主要为蔬菜类和肉类食品#除误食
毒蘑菇外$"其事件起数分别占 !!C!h##$(.# !##$

和 !&C(h###$.# !##$’ 其中"蔬菜类食品以菜豆未
烧熟煮透为主"肉类食品主要是即食的畜肉(禽肉
因生熟不分或储存不当导致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及其肠毒素等病原体污染以及违规使用亚硝酸
盐"水产品主要是甲壳类#虾(蟹$污染副溶血性弧
菌以及贝类污染麻痹性贝类毒素"米面制品主要是
面条(米饭及其凉拌米面制品因存储不当污染蜡样
芽胞杆菌以及误用亚硝酸盐’ 另外"药膳食品主要
是乌头#草乌(川乌或附子$泡酒及炖肉"其中乌头
泡酒是引起死亡的高危食品’
#C("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发生场所

由表 6 可见"家庭和餐饮服务场所是食源性疾
病暴发的主要发生场所"事件起数分别占 (&C,h
#! ###.# 6&!$和 6$CDh#! &(!.# 6&!$"发病人数分
别占 ##C’h # 6 D#$.#! $E6 $ 和 ’DC,h # !6 E#E.
#! $E6$’ 餐饮服务场所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副溶血性弧菌 # $,C(h" !$6.
$$,$(沙门菌##&C!h"’D.$$,$(金黄色葡萄球菌及
其肠毒素#!#C6h"6#.$$,$(蜡样芽胞杆菌# DC’h"
#,.$$,$等微生物性污染和菜豆烹饪不当及水产品
未充分煮透或生熟交叉污染’ 其中"宾馆饭店主要
原因仍为副溶血性弧菌污染###C,h"’E.#,$$"其事
件起数占该菌引发餐饮服务场所事件总数的
(&C$h#’E.!$6$’ 发生在家庭的事件起数和死亡人
数最多"主要原因是误食毒蘑菇"其事件起数(发病
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家庭相应总数的 6DC,h

"""表 $"不同食品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事件起数(发病人数

和死亡人数

4OdQ[$"8YNd[eVWJIOV[V"PQQS[VV[VOSZ Z[O\KVWJJWWZdWeS[

ZPV[OV[WY\de[O/VIOYV[Z dcZPJJ[e[S\JWWZ PS #&!(
原因食品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毒蘑菇 E,6 #$$C!$ $ !,, #!(C&$ E, #(’CD$

蔬菜类 #$( #,CD$ # (’! #!#C&$ ! #&CE$

肉类 ##$ #,C$$ # E’D #!$C&$ E #(C&$

水产品 !$( #(C’$ ! #($ #(C,$ 6 ##C,$

米面制品 ,D #6C!$ ! !$$ #(C$$ D #(CD$

药膳 6# #!CE$ #’6 #!C#$ !, #!$CE$

豆制品 $! #!C$$ #6$ #!C!$ # #!C6$

水果及其制品 #’ #!C!$ !’$ #&CD$ ! #&CE$

蛋类 #$ #!C&$ ### #!C&$ & #&C&$

调味品 ## #&C,$ !66 #&CE$ $ ##C#$

饮料与冷冻饮品 E #&C$$ #, #&C!$ & #&C&$

乳类 ( #&C#$ #( #&C!$ & #&C&$

油脂类 $ #&C!$ $’ #&C#$ & #&C&$

干果坚果籽类 $ #&C!$ D #&C&$ & #&C&$

生活用水 $ #&C!$ !&( #&C($ & #&C&$

包装饮用水 # #&C!$ !6 #&C!$ & #&C&$

酒类 # #&C!$ E #&C&$ & #&C&$

多种或混合食品 $’& #!(C&$ 6 D#& ###C’$ D #(CD$

有毒植物类 !&& #6C#$ ’E& #$C!$ ! #&CE$

有毒动物类 D #&C$$ $# #&C!$ ! #&CE$

不明食品 #E, #!!C’$ $ ’ED #!EC#$ ( #$C’$

合计 # 6&! #!&&C&$ #! $E6 #!&&C&$ !$, #!&&C&$

注%药膳食品包括含草乌(天麻和野人参的肉类食品及附片(断肠
草(曼陀罗等有毒植物制备的药酒&多种食品指事件中的原因食品
是 # 个及以上菜品或主食&混合食品指事件中的原因食品是一个含
多种食物成分的菜品或主食&有毒植物类包括苦瓠瓜(曼陀罗(乌
头(桐油果(蓖麻和野菜等&有毒动物类包括蜂蛹(蚕蛹(蝉和蟾蜍&
干果坚果籽类发病人数占比为 &C&6h&酒类发病人数占比为 &C&$h

#(,E.! ###$((#C6h## (#E.6 D#$$和 (EC(h# ’,.
!#&$"分别占毒蘑菇引发事件相应总数的 E(C#h
#(,E.E,6$( E,C&h# # (#E.$ !,, $ 和 DEC$h# ’,.
E,$’ 在家庭发生的毒蘑菇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中"自采毒蘑菇占 DDC#h#(,,.’E,$"购自农贸市场
的占 !!CDh#D&.’E,$’ 另外"家庭用乌头自制药酒
和肉类食品时"对乌头加工不当 #食用量或加热温
度和时间$是造成死亡的另一主要因素"其死亡人
数占家庭死亡的 (CDh#E.!#&$’
#C’"食源性疾病暴发的致病因子污染环节

由表 ( 可见"已明确污染环节的事件占 EDC’h
#! DDE.# 6&!$’ 其中"# 种及以上因素中主要是生
熟交叉污染(存储不当等’ 误食误用引起的中毒事
件主要原因和高死亡率均由毒蘑菇和亚硝酸盐引
起"二者占毒蘑菇和亚硝酸盐引发事件总数的
D#C#h#’($.E,6$和 ((C6h# (’.!&!$"死亡人数分
别占 ,#C6h#E$.E,$和 D&C&h#D.!&$’ 另外"食品
生熟交叉污染和加热时间或温度不充分"导致副溶
血性弧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等
致病微生物污染的事件起数占这两种污染环节引
起事件总数的 #!C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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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年不同场所发生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事件起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
4OdQ[6"8YNd[eVWJIOV[V"PQQS[VV[VOSZ Z[O\KVWJJWWZdWeS[ZPV[OV[WY\de[O/VPS ZPJJ[e[S\QWIO\PWSVPS #&!(

发生场所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家庭

餐饮服务场所

学校
其他
合计

! ### #(&C,$ 6 D#$ ###C’$ !#& #D’C$$

宾馆饭店 $#$ #!$C($ 6 &E! #!,C&$ ! #&CE$

单位食堂 #!, #,C!$ $ &,’ #!6C($ # #!C6$

农村宴席 !$# #(C($ $ &’$ #!6C$$ ’ #6C$$

学校食堂 !!& #6C’$ # ED, #!$C&$ & #&C&$

快餐店 !&& #6C#$ E&6 #$C$$ ! #&CE$

街头摊点#或$流动餐点 E# #$C&$ 6’$ ##C#$ & #&C&$

农贸市场 ’, ##C,$ #DE #!C$$ ! #&CE$

送餐 !6 #&C’$ !’D #&CD$ & #&C&$

小餐馆 !# #&C($ D’ #&C6$ ! #&CE$
6D ##C&$ ,’! #6C($ ! #&CE$
D& #$C$$ D’$ #6C&$ ’ #6C$$

# 6&! #!&&C&$ #! $E6 #!&&C&$ !$, #!&&C&$

注%快餐店包括食品超市(食品店(饮品店(小吃店&送餐是指送餐公司送餐或者网上订餐

表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因子污染环节分布

4OdQ[(")WS\ePdY\PS-JOI\WeVOVVWIPO\[Z TP\K JWWZdWeS[

ZPV[OV[WY\de[O/VPS #&!(

致病因子污染环节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误食误用 D(( #$(C’$ $ ,&& #!DC#$ D, #’6C&$

加热温度或时间不
充分

6ED #!,C,$ 6 E&, ###C&$ #6 #!EC$$

存储不当 !6$ #’C&$ ! $D! #’C($ # #!C6$

生熟交叉污染 $# #!C$$ 6D! ##C$$ & #&C&$

加工人员 #或 $ 设备
污染

#6 #!C&$ ’($ #$C!$ & #&C&$

原料污染#或$变质 #! #&C,$ D6 #&C6$ & #&C&$

种养殖 !( #&C’$ D’ #&C6$ ! #&CE$

投毒 6 #&C#$ $& #&C!$ & #&C&$

水源污染 ! #&C&$ $, #&C#$ & #&C&$

# 种因素 #&’ #DC’$ # ,!, #!$CE$ & #&C&$

$ 种因素及以上 ,( #6C&$ ! ’(’ #ECE$ & #&C&$

其他 !$ #&C($ D’ #&C6$ ( #$C’$

不明 #或 $ 尚未查明
因素

(!6 ##!C6$ ( $(& ##(C&$ !D #!#C,$

合计 # 6&! #!&&C&$ #! $E6 #!&&C&$ !$, #!&&C&$

注%种养殖包括农药残留(浇灌水污染等因素&水源污染指生活用水
源头污染"引起事件起数占 &C&6h

#CE"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发病人数分级
由表 ’ 可见"每起发病人数F$& 人的事件起

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 ,(C$h# # #DE.
# 6&!$ (’,C#h# !6 D&!.#! $E6$和 !&&C&h# !$,.
!$,$ &每起发病人数!$& 人的事件起数和发病人
数 占 6CEh # !!6.# 6&! $ 和 $&CDh # ’ (E$.
#! $E6$ "主要发生在宾馆饭店(农村宴席(单位食
堂和学校食堂"因食品制作过程中污染沙门菌(副
溶血性弧菌和蜡样芽胞杆菌等以及菜豆未炒熟导
致"其中这三种致病菌污染引发的事件起数占这
四种场所每起发病人数! $& 人的事件总数的
6’C&h#6&.DE$ ’

表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病人数分布
4OdQ[’"2Y\de[O/GOVVWIPO\[Z PQQS[VV[VWJJWWZdWeS[

ZPV[OV[WY\de[O/VPS #&!(
每起发病人数 事件起数#h$ 发病人数#h$ 死亡人数#h$

!!&& 6 #&C#$ 66! ##C!$ & #&C&$

(&9,, (, ##C($ 6 !#D #!,C$$ & #&C&$

$&96, (! ##C!$ # &&6 #,C6$ & #&C&$

!&9#, 66, #!DCE$ E ’6( #$(CD$ #! #!(C!$

F!& ! D$D #E’C’$ E !(’ #$$C($ !!D #D6C,$

合计 # 6&! #!&&C&$ #! $E6 #!&&C&$ !$, #!&&C&$

$"讨论
本研究的数据是全国 $! 个监测地区实际发生

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后上报
到监测网并经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审核的一手
资料"由于事件的漏报(瞒报现象普遍存在"且与上
报数据的比例未知"导致统计数据与事件情况有
差异’
$C!"微生物性污染是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的首要
因素

本研究的结果与近几年的监测结果 + #G$,基本一
致’ 在已明确致病因子的暴发事件中"副溶血性弧
菌(沙门菌等致病微生物引起的发病人数最多’ 餐
饮服务场所发生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微生物
性污染引起的事件起数位居首位"主要致病因子也
是副溶血性弧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
毒素(蜡样芽胞杆菌和致泻大肠埃希菌等"与近年
来相关研究数据 + 6,一致’ 美国国家疫情网数据 + (G’,

显示"近 #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主要病原体为诺如
病毒(非伤寒沙门菌(产志贺毒素的大肠埃希菌
#>4+)$(弯曲菌(产气荚膜梭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
其肠毒素(副溶血性弧菌和志贺菌等’ 虽然国内外
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中的致病菌差异较大"但
其主要污染环节均是食品制作时的生熟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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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污染后杀菌不彻底(加工温度时间不充分以及
加工人员污染等因素 + #G$"(G’, ’
$C#"米酵菌酸(肉毒毒素和河鲀毒素引发的食源性
疾病危害较严重

米酵菌酸和肉毒毒素引起的中毒事件是发生
在家庭的严重微生物性污染事件"米酵菌酸的产生
主要由发酵玉米面制品的时间(温度或存储不当导
致"肉毒毒素的污染以风干牛肉和自制臭豆腐的加
工或存储不当引发’ 米酵菌酸存在于椰毒假单胞
菌酵米面亚种 #唐菖蒲伯克霍尔德菌"96(0/46-’
:-%6$/60+%,($中"肉毒毒素由肉毒梭菌产生"虽然这
# 种细菌性毒素导致的发病人数少"但死亡率一直
很高’ #&!( 年我国食源性疾病监测结果 + #,显示"米
酵菌酸(肉毒毒素和河鲀毒素中毒死亡率分别为
!&&h(!DC#h和 DC$h’ 据不完全统计"!,,#!#&!E

年食源性疾病监测网数据 + EG!(,显示"米酵菌酸中毒
事件 #’ 起"发病 $,& 人"死亡 D! 人"死亡率为
#&CDh"主要原因食品为玉米淀粉类制品&肉毒毒素
中毒事件 (& 起"发病 $&E 人"死亡 $& 人"死亡率为
,CDh"主要分布在青海(新疆(河北和山西"以进食
家庭自制风干牛肉(自制发酵性豆制品 #豆瓣酱和
臭豆腐 $ 为主&河鲀毒素中毒事件 !E! 起"发病
D&! 人"死亡 !$, 人"死亡率为 !EC6h"主要分布在
广东(福建(海南(浙江(江苏和广西"以鲜河鲀鱼
#,(C$h$为主"其次是河鲀鱼干和织纹螺’ 虽然
#&!&!#&!E 年监测的 河 鲀 鱼 中 毒 事 件 以 家 庭
#6DC,h$为主"野生河鲀鱼占 ,(C(h"来源于个人
捕捞或海边捡拾"只有 ! 起为养殖河鲀鱼引起"宾馆
饭店和街头摊点的河鲀鱼中毒事件分别占 #&C&h

和 !!C!h#无品种和来源$ + 6"!#, "但河鲀鱼由原来的
法律禁止"到有条件放开养殖(经营销售 # 个品种
#红鳍和暗纹东方鲀$ + !’, "会给人们造成误解"存在
不加选择的食用河鲀鱼的危险"建议相关部门不仅
要对放开养殖(经营销售河鲀鱼品种加强监测管
理"还要加大对食用野生河鲀鱼危害的宣传"防控
河鲀毒素中毒事件"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
$C$"亚硝酸盐和农药是化学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
件的主要致病因素

本研究结果表明"亚硝酸盐不仅是化学性食
源性疾病事件的主要致病因素"也是导致死亡的
高危因素’ #&!&!#&!E 年亚硝酸盐引起的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 ’$# 起"发病 ( (#, 人"死亡 E& 人"

分别占化学性事件的 ’!C(h(’$C,h和 6&C&h&中
毒场所以家庭 # 6EC&h$为主"其次是街头摊点
#!$C$h$ (宾馆饭店 # !&C6h$以及食品店和小吃
店等餐饮服务场所 + 6"!#, ’ 家庭发生的主要原因是

误作为食盐使用 # ’6C$h$ "其次是自制加工肉制
品时作为食品添加剂超量使用 # !#C(h$ + 6"!#, ’ 亚
硝酸盐引起中毒的摄入量为 &C#9&C( -"当摄入量
超过 $ -时可致人死亡 + !EG!D, ’ 虽然自 #&!# 年起我
国就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
剂亚硝酸盐 #亚硝酸钠(亚硝酸钾$ + !,, "但 #&!&!
#&!E 年餐饮服务业违规使用亚硝酸盐引起的中毒
事件 # $C’h$屡屡发生"占餐饮业化学性事件的
E!C&h+ 6"!#, "建议食品监管部门应重点加强硝酸盐
和亚硝酸盐的管理’

#&!&!#&!E 年农药中毒事件 #!D 起" 发病
! 6’D 人"死亡 6E 人"分别占化学性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的 #!C#h(!EC&h和 #’CEh+ 6"!#, &其中"家庭是
高危场所"事件起数和死亡人数占农药中毒事件相
应总数的 66C&h和 EDCEh"种养殖场农药残留污染
占 $(C$h’ 家庭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米面(蔬菜受到
储存农药的污染以及毒鼠强投毒污染"种养殖场发
生的原因是蔬菜和水果中的农药残留’ 引起中毒
的农药为溴敌隆(灭草松(多溴联苯醚(马拉硫磷(
特丁磷(溴鼠灵"还包括国家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的毒鼠强(百草枯(草甘磷(氟乙酰胺以及禁止用在
蔬菜或水果等农作物的毒死蜱(甲拌磷(涕灭威(克
百威#呋喃丹$ + #&G#!, ’ 农药中毒也是化学性食源性
疾病的主要原因"且来自种养殖场农药残留污染的
高毒农药约占 #EC(h+ 6"!#, ’ 另外"误食误用农药引
起的中毒事件起数和死亡人数占 #EC!h和 $’C!h"
投毒和误食毒鼠强引起的中毒事件起数和死亡人
数占 #&C#h和 E6C(h+ 6"!#, "因此"农药监管部门应加
强日常监督检查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实名购买的制
度"加强违禁药物源头管控"指导生产经营主体合
理用药"积极推进健康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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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关于松香与甲醛和苯酚的聚合物等 D种
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公告*

""一$8!8oG双"#!#!’!’G四甲基G6G哌啶基#G!!$G苯二甲酰胺
"一#背景资料% 该物质为白色至微黄色固体粉末!能溶于水!在预期使用条件下性质稳定% 欧盟委员

会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7+4#$聚酰胺"7<#$乙烯G
乙烯醇共聚物"+r2;#塑料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二#工艺必要性% 该物质用作 7+4的加工稳定剂!7<的加工稳定剂$抗氧化剂和光稳定剂!以及
+r2;的阻氧增强剂%

二$甲基丙烯酸 #G"二甲基氨基#乙酯与甲基丙烯酸 $!$!6!6!(!(!’!’!E!E!D!D!DG十三氟辛酯共聚物G8G
氧化物乙酸盐

"一#背景资料% 该物质是一种水溶性聚合物%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均允
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且该物质未被列入日本制纸联合会食品接触用纸的禁用物
质清单%

"二#工艺必要性% 该物质是一种纸和纸板的耐油脂处理剂!可提高纸和纸板的耐油脂性%
三$)%‘%颜料橙 E,
"一#背景资料% 该物质为橙色粉末!难溶于水$6h乙酸溶液$!&h乙醇溶液和 ,(h乙醇溶液% 美国食品

药品管理局$欧盟委员会和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二#工艺必要性% 该物质用作塑料着色剂!具有应用范围广$色饱和度高$耐热性强$稳定性好以及迁

移量小等优点%
四$甲醛与 #G甲基苯酚聚合物的丁基化醚
"一#背景资料% 该物质是一种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用添加剂!不溶于水!溶解于丁醇等有机醇类溶

剂%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二#工艺必要性% 该物质用在涂料中!能呈现出金色涂膜!产生具有明亮效果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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