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9 年媒体报道食源性疾病事件分析———王佳慧,等 —181　　 —

风险监测

2014—2019 年媒体报道食源性疾病事件分析

王佳慧,李楠,陶婉婷,李凤琴,江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100022)

摘 　 要:目的 　 分 析 我 国 2014—2019 年 媒 体 报 道 的 食 源 性 疾 病 事 件 类 型、地 域、季 节 及 发 生 场 所 分 布 情 况。
方法 　 对 2014—2019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食品安全舆情日报整理的媒体报道的食源性疾病事件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2014—2019 年我国媒体报道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共 727 起,原因明确的事件有 327 起,其中致病微

生物和毒蘑菇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占比最高,分别为 12. 93%(94 / 727)和 13. 34%(97 / 727)。 化学因素引起的食源性

疾病占 6. 74%(49 / 727);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占 11. 97% ( 87 / 727);不明原因的食源性疾病占 55. 02%
(400 / 727)。 华东地区报道的食源性疾病事件 224 起,多于其他区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食源性疾病

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别是毒蘑菇引起的事件,夏季发生最多。 食源性疾病发生最多的场所为餐饮场所

(60. 39%,439 / 727),其次为家庭场所(26. 82%,195 / 727)。 结论 　 致病微生物和毒蘑菇是我国 2014—2019 年媒体

报道的原因明确的引起食源性疾病事件的主要原因,我国各地区均有食源性疾病事件的报道,其中华东地区报道

的事件数最多,毒蘑菇中毒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场所主要集中在餐饮场所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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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reported
 

by
 

media
 

from
 

2014
 

to
 

2019
 

in
 

China.
 

Methods 　 The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 food
 

safety
 

public
 

opinion
 

daily” ,
 

an
 

internal
 

issue
 

of
 

China
 

National
 

Center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type,
 

time
 

and
 

place
 

of
 

food
 

safety
 

incidents.
 

Results 　 Total
 

of
 

727
 

events
 

were
 

reported
 

by
 

the
 

media
 

from
 

2014
 

to
 

2019
 

in
 

China,
 

327
 

of
 

these
 

could
 

be
 

identified
 

with
 

clear
 

causes.
 

The
 

events
 

caused
 

by
 

microbes
 

and
 

poisonous
 

mushroom
 

were
 

the
 

most
 

common,
 

accounted
 

for
 

12. 93% ( 94 / 727)
 

and
 

13. 34% ( 97 / 727)
 

respectively.
 

Chemical
 

substances
 

accounted
 

for
 

6. 74% ( 49 / 727) ,
 

poisonous
 

plants
 

and
 

animals
 

accounted
 

for
 

11. 97% ( 87 / 727) ,
 

and
 

the
 

events
 

which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with
 

clear
 

causes
 

accounted
 

for
 

55. 02% ( 400 / 727 ) .
 

224
 

events
 

were
 

reported
 

in
 

East
 

China,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places
 

in
 

China ( P < 0. 05 ) .
 

There
 

was
 

seasonal
 

fluctuation
 

of
 

the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especially
 

the
 

events
 

causing
 

by
 

poisonous
 

mushroom.
 

Restaurants
 

had
 

high
 

incidence
 

of
 

foodborne
 

diseases
 

accounted
 

for
 

60. 39%
 

( 439 / 727 ) ,
 

followed
 

by
 

family
 

settings
 

accounts
 

for
 

26. 82%
(195 / 727) .

 

Conclusion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reported
 

by
 

the
 

media
 

from
 

2014
 

to
 

2019
 

were
 

mainly
 

caused
 

by
 

microorganisms
 

and
 

poisonous
 

mushrooms.
 

Although
 

foodborne
 

diseases
 

occurred
 

in
 

all
 

regions
 

of
 

China,
 

the
 

number
 

of
 

foodborne
 

diseases
 

reported
 

in
 

East
 

China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regions.
 

Summer
 

was
 

a
 

high
 

incidence
 

season
 

of
 

foodborne
 

diseases
 

especially
 

caused
 

by
 

poisonous
 

mushroom.
 

Restaurants
 

and
 

families
 

had
 

high
 

incidence
 

of
 

foodborn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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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和快速发展,新闻

报道形式的多样化和及时性凸显,公众获得信息

的多渠道和实时性,使食品安全事件相关信息的

传播迅速而广泛 [ 1] 。 媒体报道的我国食品污染问

题和食源性疾病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食源

性疾病不仅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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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密切关注并追踪媒体报道,通过搜集、整
理国内外媒体每日报道的食源性疾病发生事件,
形成食品安全舆情日报。 本研究针对其中相关的

食源性疾病事件,通过对致病原因、发病场所、分

布地域和发病季节等因素的统计分析,寻找我国

食源性疾病发生的规律,为食品安全监管和预警

提供信息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收集

食源性疾病事件是指消费者由于食用各类食

品引起的 1 人及以上人员患病的事件。 选择 2014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食品安全舆情日报中记录的全部媒体报

道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共 727 起。
1. 2　 数据处理

按照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地区、时间、场所、和致

病因素整理数据,利用 Excel
 

2007 对数据进行整理

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数据

进行显著性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食源性疾病事件的病因种类及特点

2014—2019 年媒体报道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主

要由致病微生物、毒蘑菇、化学污染物、有毒动植物

及不明原因引起。 致病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事件有 94 起,主要包括细菌和病毒,其中最常引起

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是病毒和沙门菌。 有毒

蘑菇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 97 起,化学污染物引起

的食源性疾病事件 49 起,主要包括亚硝酸和农药

等,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 87 起,主要

包括扁豆、野菜、河鲀鱼等。 不明原因引起的食源

性疾病事件 400 起。 统计分析发现,不明原因引起

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占比高于其他种类的食源性疾

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见表 1。

表 1　 不同年份食源性疾病事件类型分布情况[起( % ) ]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caused
 

by
 

different
 

reasons
 

in
 

different
 

years
食源性疾病原因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微生物性

化学性

毒蘑菇

有毒动植物

未知原因

合计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 2 (1. 1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2 (2. 04) 4 (0. 55)
沙门菌 4 (2. 20) 4 (2. 50) 3 (2. 46) 2 (2. 90) 3 (3. 13) 1 (1. 02) 17 (2. 34)

副溶血性弧菌 2 (1. 10) 2 (1. 25) 0 (0. 00) 0 (0. 00) 2 (2. 08) 2 (2. 04) 8 (1. 10)
椰毒假单胞菌 1 (0. 55)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1 (0. 14)

变形杆菌 0 (0. 00) 1 (0. 63)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1 (0. 14)
蜡样芽胞杆菌 0 (0. 00) 1 (0. 63)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1 (0. 14)
其他致病菌 1 (0. 55) 2 (1. 25) 2 (1. 64) 2 (2. 90) 3 (3. 13) 2 (2. 04) 12 (1. 65)
混合致病菌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1 (1. 04) 0 (0. 00) 1 (0. 14)

未确定的细菌类 6 (3. 30) 6 (3. 75) 5 (4. 10) 2 (2. 90) 4 (4. 17) 4 (4. 08) 27 (3. 71)
病毒 8 (4. 40) 3 (1. 88) 4 (3. 28) 4 (5. 80) 1 (1. 04) 2 (2. 04) 22 (3. 03)
小计 24 (13. 19) 19 (11. 88) 14 (11. 48) 10 (14. 49) 14 (14. 58) 13 (13. 27) 94 (12. 93)

亚硝酸盐 13 (7. 14) 8 (5. 00) 2 (1. 64) 0 (0. 00) 8 (8. 33) 2 (2. 04) 33 (4. 54)
农药 3 (1. 65) 2 (1. 25) 2 (1. 64) 0 (0. 00) 1 (1. 04) 0 (0. 00) 8 (1. 10)
其他 1 (0. 55) 6 (3. 75) 1 (0. 82) 0 (0. 00) 0 (0. 00) 0 (0. 00) 8 (1. 10)
小计 17 (9. 34) 16 (10. 00) 5 (4. 10) 0 (0. 00) 9 (9. 38) 2 (2. 04) 49 (6. 74)

14 (7. 69) 8 (5. 00) 8 (6. 56) 9 (13. 04) 31 (32. 29) 27 (27. 55) 97 (13. 34)
19 (10. 44) 14 (8. 75) 10 (8. 20) 6 (8. 70) 15 (15. 63) 23 (23. 47) 87 (11. 97)

108 (59. 34) 103 (64. 38) 85 (69. 67) 44 (63. 77) 27 (28. 13) 33 (33. 67) 400 (55. 02)
182 (100. 00) 160 (100. 00) 122 (100. 00) 69 (100. 00) 96 (100. 00) 98 (100. 00) 727 (100. 00)

2. 2　 不同原因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随时间的变

化规律

自 2014 年以来,媒体报道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呈

总体下降趋势。 微生物和不明原因导致的食源性

疾病事件数量和占比呈总体下降趋势。 毒蘑菇引

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数在 2014—2017 年均较少,但
在 2018 年 急 剧 上 升, 占 比 达 到 峰 值 32. 29%
(31 / 96) ,2019 年虽略有下降,仍远高于之前几年的

报道数量。 有毒动植物导致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数

量和比例在 2014—2017 年呈现下降趋势,但 2018

年开始急剧上升,2019 年呈继续增加态势,占全年

食源性疾病事件总数的 23. 47% ( 23 / 98) 。 化学性

因素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数量呈整体下降趋势,
2017 年报道数量为 0 起,但在 2018 年略有升高,占
全年食源性疾病事件总数的 9. 38%(9 / 96) ,2019 年

又有所下降。 在原因明确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不
同原因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数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 05) ,见图 1。
2. 3　 季节分布

根据舆情监测数据分析,夏季是我国食源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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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原因导致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数量时间分布图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caused
 

by
 

different
 

reasons

病高发季节,2014—2019 年不同季节发生食源性疾

　 　 　 　

病事件的数量分别为春季 153 起、夏季 253 起、秋季

212 起、冬季 109 起。 特别是毒蘑菇引起的事件,呈
明显的季节分布,结果见图 2,夏季毒蘑菇中毒事件

数高于其他季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 其

他原因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季节性并不明显。

2. 4　 地域分布

2014—2019 年,我国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华
东、西南、华南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

湾地区均有食源性疾病事件报道,其中,华东地区

报道数量占比最高,与其他地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 05) ,其次为华南和华中地区,东北、华

北、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报道数相对较少,见表 2。

注:a:总事件数季节分布图;b:毒蘑菇中毒事件数季节分布图

图 2　 2014—2019 年食源性疾病事件季节分布情况

Figure
 

2　 Season
 

distribution
 

of
 

the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from
 

2014
 

to
 

2019

表 2　 食源性疾病事件地域分布情况(起)
Tabl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地域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 )
华北 12 7 7 2 5 2 35 ( 4. 81)
东北 9 5 4 2 6 6 32 ( 4. 40)
西北 14 18 19 5 5 4 65 ( 8. 94)
华中 24 24 18 11 16 15 108 ( 14. 86)
华东 62 45 35 22 26 34 224 ( 30. 81)
西南 24 24 8 11 18 11 96 ( 13. 20)
华南 34 25 25 10 16 13 123 ( 16. 92)
中国香港 3 6 3 3 1 6 22 ( 3. 03)
中国台湾 0 6 3 3 3 7 22 ( 3. 03)
合计 182 160 122 69 96 98 727 ( 100. 00)

2. 5　 食源性疾病发生场所

食源性疾病在多个场所均可发生,包括学校食

堂、单位食堂、宾馆酒店、流动餐店、家庭及其他场

所等。 媒体报道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餐饮服务场

所和家 庭 是 食 源 性 疾 病 事 件 高 发 场 所, 分 别 占

60. 39% ( 439 / 727) 和 26. 82% ( 195 / 727) 。 学校食

堂是餐饮场所中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占比最高的

场所,占事件总数的 22. 42% ( 163 / 727) ,多数致病

微生物及未知原因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均发生

在学校食堂。 快餐店(特别是面馆) 是餐饮服务场

所中发生食源性疾病事件数仅次于学校食堂的场

所,占所有事件数的 15. 41% ( 112 / 727) ,主要发生

化学性食源性疾病事件,见表 3。 家庭是发生毒蘑

菇中毒和有毒动植物中毒事件的主要场所,常见的

有毒动植物中毒为野菜、四季豆。

3　 讨论

本研究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食品

安全舆情日报中食源性疾病报道的事件进行分析,
基于新闻媒体角度,统计媒体关注的食源性疾病发

生事件,因此所统计数据与食源性疾病上报系统数

据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 此外,本研究中所述 “ 事

件”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上报系统中的“事件”定

义不同。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上报系统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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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2014—2019 年不同场所发生食源性疾病事件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the
 

places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happened
 

from
 

2014
 

to
 

2019
发生场所 事件起数 占比 / %

餐饮服务场所

家庭

其他

合计

学校食堂 163 22. 42
快餐店 112 15. 41

单位食堂 56 7. 70
农村宴席 52 7. 15
宾馆酒店 49 6. 74
流动餐点 7 0. 96

195 26. 82
93 12. 79

727 100. 00

所有发病人数在 2 人及以上或死亡 1 人及以上的食

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均纳入统计,而本研究中的 “ 事

件”则无人数限制,所有经媒体报道的食用各类食

品引起的疾病事件均可纳入。
所有 事 件 中, 不 明 原 因 的 事 件 数 占 比 为

55. 02% ,高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监测网中相关

数据( 28. 5% ) [ 2] ,这可能是由于新闻媒体在报道

突发事件时,力求快速真实地报道事件,但对于事

件的后续报道较少,因此无法确定病原;其次,很

多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最终确定为食品来源,是

基于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得出的结论,可能无法获

得相应的食品或从食品中检测到相应的病原。 由

致病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是食品安全事件的

主要原因之一,其中以沙门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居首位,夏季是致病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的

高发季节,与 2015 年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中的统

计结果 [ 2] 一致。 2004—2009 年全国共报道毒蘑菇

中毒事件 311 起,中毒 1
 

954 例,死亡 409 例,病死

率为 20. 93% ,毒蘑菇中毒是我国食源性疾病事件

中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 3-4] 。 2006—2015 年,针
对我国大陆地区食源性疾病的研究 [ 5] 表明,食源

性疾病报告中主要以微生物食源性疾病为主,其

次为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中,毒蘑菇引起的事件,在所有可确定病因

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占比最高。 2014—2019 年,
每年 6 ~ 9 月为我国毒蘑菇中毒事件高发期,其中

广东、江西、云南、湖南及湖北等地高发,家庭是毒

蘑菇中毒主要发生场所。 2018 和 2019 年,媒体对

毒蘑菇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报道明显增多,一

方面可能由于这两年的中毒事件确实高于往年,
另一方面,媒体的关注程度增加也可能导致该类

事件频繁曝光。 有毒动植物导致的食品安全事件

较复杂,涉及的动植物种类较多,如四季豆、河鲀、
野菜、乌头等,其中最常见的为四季豆。 四季豆又

叫菜豆、扁豆、芸豆等,各地称呼不同,未经彻底加

热的四季豆会导致消费者中毒,每年由此引发的

集体中毒事件较多,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减
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由化学性因素导致的食源性

疾病主要发生在快餐店,特别是面馆,主要原因是

厨师将亚硝酸盐误认为食盐而掺入面粉中引起消

费者中毒。 此外,农村宴席也常发生误将亚硝酸

盐当成食盐导致的食源性疾病。 部分化学性食源

性疾病事件的致病因子是残留在蔬菜上的农药。
2010—2017 年农药中毒事件数、发病人数和死亡

人数, 分 别 占 化 学 性 食 源 性 疾 病 暴 发 事 件 的

21. 2% 、17. 0%和 26. 7% [ 6] 。 为此,相关部门应加

强监管,防止农药残留不达标的蔬菜流入市场。
我国华东、华南和华中地区报道的食源性疾病

发生事件数较多,其原因可能由于这三个区域是我

国经济较发达区域,其检测和监测能力高于其他区

域,且媒体关注度较高,因此事件报道数较多。
本研究发现,2014—2019 年媒体报道的食源性

疾病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其中夏季为高发季

节,特别是毒蘑菇中毒,具有明显的季节规律。 有

报道 [ 7] 显示,2001—2013 年我国重大食源性疾病事

件中,第三季度( 7 ~ 9 月) 为发病高峰,这与本研究

得到的结果相符。 本研究所揭示的这种变化规律

可为今后针对不同季节制定相应的食源性疾病防

控措施提供参考。
食源性疾病常发生的场所主要有餐厅、 养老

院、学校等,本研究中家庭是食源性疾病发生的主

要场所,且家庭食源性疾病的原因主要是有毒动植

物中毒。 多数家庭食源性疾病主要发生在农村地

区 [ 8] 。 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问

题重视程度不够,饮食习惯以及对有毒动植物的鉴

别能力不足,造成误食有毒动植物而引起家庭聚集

性食源性疾病事件, 甚至造成人员死亡。 2001—
2013 年针对我国重大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分析表明,
家庭是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最多的场所,也是重大

食源性疾病事件死亡人数均值最多的场所 [ 7] 。 本

研究中,餐饮场所(包括学校食堂、快餐店、单位食

堂、宾馆饭店等) 为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的第一大

场所,其次为家庭,但根据不同的餐饮场所进行统

计时,家庭占所有事件数比例最高,其次为学校食

堂,这与之前报道 [ 7] 不同。 由于学校人员聚集程度

高,每次事件发病人数较多,引起的社会影响较大,
受媒体关注度较高,因此报道数多,而食源性疾病

暴发监测系统是由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

核实后上报的,二者数据来源不同,因此存在一定

差异。
 

综上所述,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两点建

议:一是夏秋季是我国食源性疾病事件高发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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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夏秋季食品安全监管,各地应根据辖区内食

源性疾病的发生特点和原因,适时进行预警。 二是

我国云南、湖北、湖南等地是毒蘑菇中毒事件高发

地区,且主要发生在农村,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较多,
应加强宣传和监管,减少该类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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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预包装熟肉制品生产加工过程各个环节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以下简称单增李斯特菌)

污染水平,并分析分离菌株的分子特征及药敏特征,对企业生产质量控制环节提出预防控制措施。 方法 　 2015—

2017 年在德州市某预包装熟肉制品厂采集生产加工过程中熟肉制品原辅料、中间产品、成品、终产品和环境样品共

计 460 份,依据 GB
 

4789. 30—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进行单

增李斯特菌的检验;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技术对分离的单增李斯特菌进行分子分

型分析;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对 8 种抗生素进行药敏检测。 结果 　 460 份样品中单增李斯特菌检出率为 17. 61%

(81 / 460),2016 年单增李斯特菌的检出率最高(22. 40%,41 / 183),不同年份单增李斯特菌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χ2 = 7. 28,P<0. 05);成品中单增李斯特菌的检出率最高( 54. 17%,13 / 24),不同样品单增李斯特菌的检出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5. 90,P<0. 05);生制品加工车间单增李斯特菌检出率最高(32. 50%,39 / 120),不同车间单

增李斯特菌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40. 16,P< 0. 05)。 81 株单增李斯特菌进行 PFGE 分析获得 15 个带

型,以 1 型为主。 71 株单增李斯特菌 MLST 分析共获得 8 种 ST 型,ST9 和 ST121 为优势型别。 药敏分析发现,81 株

分离株中仅有 1 株对环丙沙星耐药,耐药率为 1. 23%(1 / 81)。 结论 　 熟肉制品加工过程各环节中都有可能受到单

增李斯特菌污染,且污染有可能持续存在,食品加工企业应采取适当的清洁和消毒措施,严把质量关,减少对加工

设备和成品的污染,防止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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