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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为预防和有效控制家庭食源性疾病提供参

考依据。方法　收集江西省 2012—2020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中报告的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资料，采

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2012—2020 年江西省共报告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715 起，累计发病

2 608 人，死亡 35 人，病死率为 1. 3%（35/2 608）。9 年间暴发事件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事件集中发生在 5~10 月份。

从致病因素和原因食品分析，野生蘑菇引起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数的 45. 0%（322/715）、

39. 5%（1 029/2 608）和 94. 2%（33/35），其次是微生物致病因素。从区域分析，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主要发生

在农村，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总数的 73. 1%（527/715）、75. 4%（1 966/2 608）和 100. 0%（35/35）。

结论　江西省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应重点针对广大农村家庭开展食用野生蘑菇的危害性宣传，普及微生物性食

源性疾病知识，减少家庭食源性疾病的发生，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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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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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x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Diagnosing and Tracing of Foodborne Disease, Jiangxi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Jiangxi Nanchang 33002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xi Province was analyzed. Methods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data of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xi Province reported through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Reporting System from 2012 to 2020. Results　 From 2012 to 2020， a total of 715 
families， 2 608 illnesses and 35 deaths from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were reported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case 
fatality rate was 1. 3% （35/2 608）.  The number of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was on the rise within the 9 years， and 
most of the incidents occurred during May to October.  From the analysis of pathogenic factors and causative food， wild 
mushroom caused the most incidents， cases and deaths， accounting for 45. 0% （322/715）， 39. 5% （1 029/2 608） and 
94. 2% （33/35） of the total respectively， followed by microorganism pathogenic factor.  From the analysis of areas distribution， 
the most incidents occurred in rural families， the incidents， cases and deaths accounted for 73. 1% （527/715）， 75. 4% 
（1 966/2 608） and 100. 0% （35/3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n the high incidence season of foodborne disease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publicity of the risk of eating wild mushroom and the knowledge of microbial foodborne diseases 
should be targeted at rural familie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and death.
Key words： Foodborne disease； food poisoning； househol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Jiangxi

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

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包括常见的食物中毒、

肠道传染病、人畜共患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化学

性有毒物质所引起的疾病［1］。据报道，美国每年有

数百万居民因吃不洁食物而生病，中国平均每年也

有近 5 万人因食物中毒受到损害［2-3］。食源性疾病已

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

和安全。连续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研究结果显

示，家庭是我国发生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场所，其报

告的事件数和死亡人数一直居于首位［4-6］，提示控制

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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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减少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是防控食源性疾病

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本研究对 2012—2020 年

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进行流行病学特

征分析，为预防和有效控制家庭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2012—2020 年江西省各县（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参与调查核实并通过“食源性疾病

暴发监测系统”上报，各级审核通过的所有发病人

数在 2 人及以上或死亡 1 人及以上的家庭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的相关数据。

1. 2　统计学分析

对“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中的暴发事件

进行遴选，筛出发生场所明确为家庭的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件信息，主要包括事件的发生时间、致病因

素、原因食品、发生场所具体地址等，采用 Excel、
SPSS 16. 0 软件分别对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统计

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检验水准 α=0. 05。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2012—2020 年江西省通过“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

系统”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1 109 起，累计发

病 6 429 人，死亡 37 人，病死率为 0. 6%（37/6 429）。

其中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共报告 715 起，累计

发病 2 608 人，死亡 35 人，分别占同期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件总数的 64. 5%（715/1 109）、发病总人数的

40. 6%（2 608/6 429）、死亡总人数的 94. 6%（35/
37），病死率为 1. 3%（35/2 608）。平均每年发生家庭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79. 4 起，平均每起事件发病

3. 6 人。

2. 2　时间分布

2012—2020 年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

件报告数整体呈上升趋势，2020 年报告的事件数、发

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多，分别占事件总数的 23. 6%
（169/715）、发病总人数的 20. 4%（533/2 608）、死亡

总人数的 37. 1%（13/35）。其中 2020 年家庭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病死率最高为 2. 4%（13/533），其次

是 2016 年病死率为 2. 1%（8/376），但各年度的病

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 941，P>0. 05），

见表 1。
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每月均有报

告，主要集中在 5~10 月，其中 6 月份报告的事件数

和发病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数的 24. 5%（175/715）

和 23. 7%（619/2 608）；8 月份报告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数的 28. 5%（10/35），见表 2。

2. 3　致病因素

从致病因素分析，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中查明致病因素的事件数 486 起，占 68. 0%（486/
715）。在查明致病因素的事件中，毒蕈毒素是家庭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主要致病因素，其导致的事

件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数的 45. 0%
（322/715）、39. 5%（1 029/2 608）和 94. 2%（33/35）；

其次是微生物性致病因素，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分别

占总数的 12. 9%（92/715）和 19. 4%（506/2 608），主

要是沙门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副溶血性弧菌、蜡样芽孢杆菌等，但均未导致病例死

亡。此外，有毒植物及其毒素和化学性因素各导致

1 人死亡，引起食源性疾病的化学因素主要是农药、

亚硝酸盐等，见表 3。
2. 4　原因食品

从原因食品分析，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的主要原因食品为野生蘑菇，报告的事件数、

表 1　2012—2020 年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年度分布

Table 1　Yearly distribution of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0

时间/年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计

事件数/

[n(%)]
2（0.3）
2（0.3）

24（3.4）
74（10.3）

101（14.1）
104（14.5）
131（18.3）
108（15.1）
169（23.6）
715（100.0）

发病人数/

[n(%)]
3（0.1）

19（0.7）
86（3.3）

278（10.7）
376（14.4）
411（15.8）
531（20.4）
371（14.2）
533（20.4）

2 608（100.0）

死亡人数/

[n(%)]
0（0.0）
0（0.0）
1（2.9）
4（11.4）
8（22.9）
6（17.1）
2（5.7）
1（2.9）

13（37.1）
35（100.0）

病死率/

%
0.0
0.0
1.2
1.4
2.1
1.5
0.4
0.3
2.4
1.3

表 2　2012—2020 年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月份分布

Table 2　Month distribution of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0

时间/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事件数/[n(%)]
12（1.7）
14（2.0）
15（2.1）
26（3.6）
72（10.1）

175（24.5）
106（14.8）
116（16.2）
101（14.1）

46（6.4）
21（2.9）
11（1.5）

715（100.0）

发病人数/[n(%)]
77（3.0）
49（1.9）
59（2.3）
84（3.2）

247（9.5）
619（23.7）
362（13.9）
433（16.6）
393（15.1）
170（6.5）

73（2.8）
42（1.6）

2 608（100.0）

死亡人数/[n(%)]
0（0.0）
0（0.0）
0（0.0）
0（0.0）
6（17.1）
8（22.9）
7（20.0）

10（28.5）
3（8.6）
0（0.0）
1（2.9）
0（0.0）

3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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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数的 45. 0%（322/
715）、39. 5%（1 029/2 608）和 94. 2%（33/35）；其次

是植物类，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

别占总数的 24. 5%（175/715）、28. 5%（742/2 608）和

5. 8%（2/35），植物类原因食品中引起报告事件数最

多的是有毒植物类和米面制品，各占总数的 6. 6%
（47/715），且各引起 1 人死亡。此外，动物类食品引

起的事件数（111 起）和发病人数（463 人）较多，分别

占总数的 15. 5%（111/715）和 17. 8%（463/2 608），主

要原因食品是肉与肉制品和水产品，见表 4。

2. 5　城乡分布

从城乡区域分析，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和

死亡人数分别占总数的 73. 1%（523/715）、75. 4%
（1 966/2 608）和 100. 0%（35/35），农村家庭明显高

于城市家庭，二者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11. 585，P≤0. 001），见表 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2012—2020 年江西省家庭食

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每年均有发生，暴发事件数整体

呈上升趋势，可能与监测系统中医疗机构及疾控机

构覆盖率逐年扩大及工作人员的报告意识逐渐增

强有关。自国家建立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起至

2015 年，江西省仅有部分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纳入

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于 2016 年江西省该监测系

统已实现全省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和疾控机构的

全覆盖。2018 年，部分乡镇卫生院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也加入该监测系统，于 2020 年基层医疗机构

覆盖达 90% 以上。9 年间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件共报告 715 起，累计发病 2 608 人，死亡

35 人，病死率为 1. 3%，各年度的病死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2020 年病死率最高为 2. 4%，死亡病

例均与野生蘑菇中毒有关，受气候的影响，2020 年

江西省出现两个野生蘑菇生长高峰期，分别在 6 月

份和 9 月份，野生蘑菇中毒事件异常增多，此外野

生蘑菇品种也发生变化，不同于往年［7］。

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每月均有报

告，高峰期为 5~10 月份，其中 6 月份报告的事件数

和发病人数最多，这可能与野生蘑菇是引起江西省

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主要致病因素和原因食

品有关，与江西省毒蕈中毒病例发病时间相吻合［8］；

其次可能与江西省的气候特征相关，江西省 5 月开

始逐渐进入高温期直至 10 月，气温高、湿度大，微

生物易大量繁殖，食物易腐败变质，易发生微生物

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本研究结果显示，沙门

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

弧菌、蜡样芽孢杆菌等致病微生物是引起江西省家

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另一主要致病因素，有毒

表 4　2012—2020 年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原因食品构成情况

Table 4　Food composition of causes of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0

原因食品分类

野生蘑菇

植物类

有毒植物类

米面制品

蔬菜类及其制品

水果类及其制品

豆类与豆制品

动物类

肉与肉制品

水产品

蛋与蛋制品

乳与乳制品

有毒动物类

多种或混合食品

其他食品

不明食品

合计

事件数/

[n(%)]
322（45.0）
175（24.5）

47（6.6）
47（6.6）
44（6.1）
20（20.8）
17（2.4）

111（15.5）
62（8.7）
30（4.2）

7（1.0）
6（0.8）
6（0.8）

93（13.0）
5（0.7）
9（1.3）

715（100.0）

发病人数/

[n(%)]
1 029（39.5）

742（28.5）
174（6.7）
166（6.4）
168（6.5）

61（2.3）
173（6.6）
463（17.8）
279（10.7）

99（3.8）
32（1.2）
30（1.2）
23（0.9）

318（12.2）
15（0.5）
41（1.5）

2 608（100.0）

死亡人数/

[n(%)]
33（94.2）

2（5.8）
1（2.9）
1（2.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100.0）
注：有毒植物类包括菜豆、苦瓠瓜、桐油或桐油果、发芽马铃薯、野

菜、凉薯籽、曼陀罗、三叶青、水仙花、铁树果实等；有毒动物类主要

指石斑鱼卵

表 5 2012—2020 年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城乡分布

Table ５　Urban and rural areas distribution of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0

区域

城市

农村

合计

事件数/[n(%)]
192（26.9）
523（73.1）
715（100.0）

发病人数/[n(%)]
642（24.6）

1 966（75.4）
2 608（100.0）

死亡人数/[n(%)]
0（0.0）

35（100.0）
35（100.0）

病死率/%
0.0
1.8
1.3

表 3　2012—2020 年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件致病因素构成情况

Table 3　Risk factors of family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0

致病因素

毒蕈毒素

微生物性

沙门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副溶血性弧菌

蜡样芽孢杆菌

不明致病菌

有毒植物及其毒素

化学性

农药

亚硝酸盐

有毒动物及其毒素

不明或尚未查明的致病因子

合计

事件数/

[n(%)]
322（45.0）

92（12.9）
26（3.6）
18（2.5）
17（2.4）
13（1.8）

4（0.6）
14（2.0）
47（6.6）
19（2.7）
16（2.3）

3（0.4）
6（0.8）

229（32.0）
715（100.0）

发病人数/

[n(%)]
1 029（39.5）

506（19.4）
161（6.2）

43（1.6）
75（2.9）

145（5.6）
14（0.5）
68（2.6）

174（6.7）
60（2.3）
50（1.9）
10（0.4）
23（0.9）

816（31.3）
2 608（100.0）

死亡人
数/[n(%)]
33（94.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9）
1（2.9）
0（0.0）
1（2.9）
0（0.0）
0（0.0）

3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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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类、肉与肉制品、米面制品及水产品为主要原

因食品，加工不当、储存不当是其主要引发因素，未

导致病例死亡，不同于我国其他省份［9-11］出现死亡

病例。提示高发季节防范野生蘑菇中毒及微生物

性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对减少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

病具有重要意义。

城乡分布研究结果显示，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

病多发生在农村，暴发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分别占总

数的 73. 1% 和 75. 4%，特别是死亡病例占 100%，病

死率明显高于城市家庭，其中 94. 2% 的死亡病例因

野生蘑菇中毒导致，其余 5. 8% 的死亡病例因有毒

植物、化学性因素中毒导致，其原因可能与农村家

庭食品安全意识薄弱，防范野生蘑菇中毒意识低有

关，与相关研究［7］报道一致。通过对 2012—2020 年

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资料分析，江西省

有毒动物、有毒植物致病因素中原因食品与相关报

道［10-11］有差异，江西省除常见的有毒植物菜豆、发芽

马铃薯、桐油或桐油果和野菜中毒事件外，还出现

凉薯籽、三叶青、水仙花、铁树果实等有毒植物中毒

事件，其中凉薯籽有毒植物中毒导致 1 名儿童死

亡。此外，江西省有毒动物致病因素中原因食品均

为石斑鱼卵，据相关研究显示，石斑鱼中含有雪卡

毒素，尤其在鱼的肝、内脏和生殖腺含量最高［12-14］，

人一旦误食了含该毒素的鱼类后可出现神经系统

症状、心血管系统症状和消化系统症状，个别严重

者可能会瘫痪、昏迷甚至死亡［15］，因此值得关注。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广大群众对野生蘑菇、有毒动植

物等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群众食品安

全风险意识。

综上所述，江西省家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具

有季节性和区域高发性，毒蕈毒素和微生物性致病

因素是今后防控重点。在夏秋高发季节，建议有关

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食品安全知识，特别是针对

广大农村家庭开展食用有毒野生蘑菇的危害性宣

传，不采摘、不买卖、不食用野生蘑菇；其次，开展预

防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知识宣传，教育群众养成良

好的卫生行为习惯，掌握正确的食品加工、储存方

法；此外，应教育群众不采食有毒动植物，不吃石斑

鱼卵，减少家庭食源性疾病及死亡病例的发生。同

时进一步加强医疗救治能力和现场处置能力的培

训，提高医务人员对食源性疾病的诊断和救治能

力，提高疾控人员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检测

能力，为治疗提供指导，有效减少病死率。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2—2020 年江西省食源

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中各地区上报的数据，数据的

准确性与纳入监测系统的医疗机构数量和报告意

识等因素有关。此外，不明或尚未查明致病因素的

暴发事件数占比较高，可能存在一定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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