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误食误用是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重要引发因

素 ,与 2003 年情况一致[2 ] 。2004 年暴发事件的原因

食品以植物类食品为主 ,与 2003 年情况一致 ,而

1992 - 2001 年以动物类食品为主。不明食品引起的

暴发事件比重呈上升趋势 ,1992 - 2001 年占 5 % ,

2003 年占 1918 % ,而 2004 年达 2315 %
[1 ,2 ] 。

综合分析 ,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仍是我国食源

性疾病监测网络发现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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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中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监测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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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北京 　100021)

摘 　要 :目的 　研究 2005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覆盖地区食源性疾病暴发的趋势和特征。方法 　对国家食源

性疾病监测网 2005 年报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05 年 ,14 个监测地区共上报 485 起食源

性疾病暴发事件 ,累计发病 10 179 人 ,死亡 45 人。在病原清楚的暴发事件中 ,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数和患者数最多 ,分别占 4214 %和 5812 %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暴发事件数和患者数分别占 3013 %和 2516 % ;化学物

引起的暴发事件数和患者数分别占 2312 %和 912 %。结论 　由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是目前我国主要的食品安

全问题 ,副溶血性弧菌是最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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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s outbreaks in the areas covered by

National Foodborne Diseases Surveillance Network in 2005. Method　The foodborne disease data collected by National Foodborne

Diseases Surveillance Network in 2005 were analyzed. Results 　Four hundreds and eighty2five outbreaks of foodborne diseases

were reported from 14 provinces in China , which caused 10 179 cases and 45 deaths. Among outbreaks in those the hazards

determined , the microbial pathogens caused the largest percentage of outbreaks (4214 %) and the largest percentage of cases

(5812 %) , toxic animals and plants , 3013 % of outbreaks and 2516 % of cases , and chemical hazards , 2312 % of outbreaks and

912 % of cases. Conclusion 　Microbial foodborne diseases are the first priority food safety problems in China.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s the major specie of foodborne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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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源性疾病是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

全国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的食源性疾病报告网络为监

测我国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现状及流行趋势提供了技

　　

术平台 ,各监测地区通过“国家食品安全监测信息系

统”网络上报食源性疾病事件的相关数据。本文分

析了 2005 年全国食源性疾病监测网地区的报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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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1 　监测网构成 　监测网覆盖北京、内蒙古、吉林、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

西、重庆、陕西 14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监测地区

覆盖人口为 6179 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 5317 %。

112 　数据收集 　各监测地区通过全国食源性疾病

监测网“国家食品安全监测信息系统”,网络上报的

2005 年食源性疾病数据。

113 　资料分析 　采用 Microsoft Access 和 Excel 软件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分析。

2 　结果

211 　基本概况

2005 年监测网地区共收到食源性疾病事件报

告 495 起 ,累计发病10 189人 ,死亡 48 人。其中暴发

事件 485 起 ,累计发病10 179人 ,死亡 45 人。广西报

告暴发事件 88 起 ,北京报告 78 起 ,湖北报告 67 起 ,

广东报告 54 起 ,其余监测地区的报告数均不超过

50 起。监测网地区平均每起事件的患者数为 21

人 ,陕西平均每起事件的患者数高达 89 人。详见

表 1。

表 1 　2005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地区

报告事件的基本情况

监测
地区

事件数 患者数
死亡
人数

平均每起事
件的患者数

发病率
(Π10 万)

病死率
( %)

北京 78 1422 0 1812 1013 010

内蒙古 3 64 1 2113 012 116

吉林 26 677 1 2610 210 011

上海 36 999 0 2718 112 010

江苏 17 272 1 1610 016 014

浙江 38 803 0 2111 113 010

福建 10 175 1 1715 012 016

山东 27 422 0 1516 115 010

河南 18 563 1 3113 018 012

湖北 67 1334 10 1919 516 017

广东 54 706 5 1311 018 017

广西 88 1972 24 2214 515 112

重庆 19 414 1 2118 215 012

陕西 4 356 0 8910 018 010

合计 485 10179 45 2110 115 014

　　2005 年监测网收到食源性疾病散发事件报告

10 起 ,累计发病 10 人 ,死亡 3 人。由于报告的散发

事件较少 ,本文未对散发事件进行详细的分析。

212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病原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 ,病原明确的事件占

7613 % ,为 370 起。按事件数统计 ,微生物性病原占

4214 %(157 起) ,有毒动植物占 3013 % (112 起) ,化

学物占 2312 %(86 起) ;按患者数 (7 750人) 统计 ,微

生物性病原占 5812 % (4 511人 ) , 有毒动植物占

2516 %(1 981人) ,化学物占 912 %(716 人) 。

微生物性暴发事件中 ,以副溶血性弧菌为主

(2110 %) ,其他依次为沙门菌 (1211 %) 、变形杆菌

(1012 %) 、蜡样芽孢杆菌 (819 %) 、金黄色葡萄球菌

及其毒素 (819 %) 。化学性暴发事件中 ,农药引起的

占 5315 % ,其次为亚硝酸盐 ,占 3317 %。农药中以

有机磷农药为主 ,其次为毒鼠强。动植物性暴发事

件中 ,以毒扁豆碱为主 ( 4416 %) , 其次为毒蘑菇

(1818 %) 。毒鼠强导致的死亡人数最多。详见

表 2。

213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场所

按事件数统计 ,发生场所明确的占 9910 %。家

庭为首要的暴发事件发生场所 (3312 %) ,其次为集

体食堂 (3113 %) 、宾馆饭店 (1617 %) 。按患者数统

计 ,集体食堂为主 ( 3817 %) , 其次为宾馆饭店

(2417 %) 、家庭 (1810 %) 。按死亡人数统计 ,家庭所

占比例高达 7718 %。详见表 3。

214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时间分布

5 - 9 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时期 ,占全年暴发

事件总数的 6518 % ,6 月为最高峰。5 - 9 月各月报

告的患者数均在1 000人以上 ,6、7 月为高峰。详见

表 4。

215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引发因素

查明引发因素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占

7412 %。在引发因素明确的事件中 ,加工不当为最

常见因素 ,占 2319 % ;其次为误食误用占 2013 % ;原

料变质占 1319 %。2212 %的暴发事件由多种因素共

同引起。误食误用是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因素。详见

表 5。

216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原因食品

查明原因食品的暴发事件占 7015 %。原因食

品以植物类食品为主 ,其次为动物类食品。植物类

食品以蔬菜为主 (4814 %) ,其次为粮食类 (1716 %) 、

食用菌 (1917 %) 。动物类食品以肉与肉制品为主

(6310 %) ,其次为水产品 (2710 %) ,蛋和乳所占比例

都低于 5 %。植物类食品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是粮

食类 ,动物类食品中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水产品。

详见表 6。

3 　讨论

2005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报告的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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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2005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病原分析

致病因素 事件数 构成比 ( %) 患者数 构成比 ( %) 死亡人数 构成比 ( %)

微生物 157 3214 4511 4413 8 1718

　细菌 155 3210 4491 4411 8 1718

　　副溶血性弧菌 33 618 824 811 0 010

　　沙门菌 19 319 639 613 0 010

　　变形杆菌 16 313 781 717 0 010

　　腊样芽胞杆菌 14 219 397 319 0 010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 14 219 246 214 0 010

　　致泻大肠埃希菌 6 112 169 117 0 010

　　椰毒假单胞菌及其毒素 3 016 12 011 8 1718

　　志贺菌 2 014 8 011 0 010

　　麦氏弧菌 1 012 13 011 0 010

　　气单胞菌 1 012 20 012 0 010

　　其他细菌 46 915 1382 1316 0 010

　真菌毒素 2 014 20 012 0 010

动植物 112 2311 1981 1915 8 1718

　毒扁豆碱 50 1013 1196 1117 0 010

　毒蘑菇 21 413 117 111 3 617

　桐油 6 112 145 114 0 010

　河豚毒素 5 110 32 013 1 212

　组胺 3 016 43 014 0 010

　曼陀罗 2 014 11 011 0 010

　贝类毒素 1 012 2 010 1 212

　豆浆 1 012 5 010 0 010

　其他动植物 23 417 430 412 3 617

化学物 86 1717 716 710 25 5516

　农药 46 915 374 317 17 3718

　　有机磷 32 616 230 213 5 1111

　　毒鼠强 8 116 82 018 12 2617

　　氟乙酰氨 2 014 8 011 0 010

　　其他农药 4 018 54 015 0 010

　亚硝酸盐 29 610 236 213 4 819

　兽药 1 012 11 011 0 010

　其他化学物 10 211 95 019 4 818

混合因素 15 311 542 513 0 010

原因不明 115 2317 2429 2319 4 819

合计 485 10010 10179 10010 45 10010

表 3 　2005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场所

发生场所 事件数
构成比

( %)
患者数

构成比
( %)

死亡
人数

构成比
( %)

家庭 161 3312 1832 1810 35 7718

集体食堂 152 3113 3936 3817 0 010

　单位食堂 118 2413 2733 2618 0 010

　学校食堂 34 710 1203 1118 0 010

宾馆饭店 81 1617 2511 2417 0 010

街头摊点 24 419 620 611 0 010

快餐店 4 018 96 019 0 010

送餐 3 016 173 117 2 414

其他 55 1113 913 910 7 1516

不明 5 110 98 110 1 212

合计 485 10010 10179 10010 45 10010

表 4 　2005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逐月分布

月份 事件数
构成比

( %)
患者数

构成比
( %)

死亡
人数

构成比
( %)

1 34 710 791 718 3 617

2 22 415 269 216 2 414

3 29 610 749 714 4 819

4 29 610 399 319 4 819

5 52 1017 1145 1112 10 2212

6 85 1715 1865 1813 6 1313

7 71 1416 1833 1810 9 2010

8 53 1019 1127 1111 0 010

9 58 1210 1090 1017 3 617

10 28 518 569 516 1 212

11 15 311 259 215 1 212

12 9 119 83 018 2 414

合计 485 10010 10179 10010 45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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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5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引发因素

引发因素 事件数
构成比

( %)
患者数

构成比
( %)

死亡
人数

构成比
( %)

加工不当 86 1717 1855 1812 1 212

误食误用 73 1511 637 613 23 5111

原料变质 50 1013 1422 1410 4 819

交叉污染 25 512 427 412 0 010

存储不当 11 213 203 210 0 010

设备污染 5 110 83 018 0 010

加工人员污染 4 018 193 119 0 010

投毒 3 016 13 011 1 212

其他因素 23 417 284 218 3 617

多种因素 80 1615 2439 2410 5 1111

不明因素 125 2518 2623 2518 8 1718

合计 485 10010 10179 10010 45 10010

表 6 　2005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原因食品

原因食品分类
事件
数

构成比
( %)

患者
数

构成比
( %)

死亡
人数

构成比
( %)

植物类 159 3218 2768 2712 18 4010

　蔬菜 77 1519 1659 1613 0 010

　粮食类 28 518 507 510 12 2617

　食用菌 23 417 149 115 3 617

　糕点面制品 7 114 123 112 1 212

　豆制品 7 114 66 016 1 212

　水果 4 018 24 012 0 010

　其他植物类 13 217 240 214 1 212

动物类 100 2016 2287 2215 13 2819

　肉与肉制品 63 1310 1847 1811 2 414

　水产品 27 516 326 312 10 2212

　蛋与蛋制品 4 018 44 014 1 212

　乳与乳制品 4 018 39 014 0 010

　其他动物类 2 014 31 013 0 010

其他食品 36 714 611 610 2 414

　酒类 2 014 11 011 1 212

　食用油 1 012 7 011 0 010

多种食品 33 618 1089 1017 1 212

混合食品 14 219 267 216 2 414

不明食品 143 2915 3157 3110 9 2010

合计 485 10010 10179 10010 45 10010

示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485 起 ,累计发病10 179人。

报告数据显示 ,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数和患者数最多 ,分别占 4214 %和 5812 % ,其中副

溶血性弧菌、沙门菌等是最主要的病原菌 ,与既往报

告基本一致[1 ,2 ] 。提示微生物性病原是对公众健康

构成威胁的主要危害 ,是我国主要的食品安全问题。

1992 - 2001 年的数据提示 ,家庭发生食源性疾

病暴发自 1997 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 ,2005 年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场所仍以家庭为主。2003 -

2005 年间 ,家庭比重均在 30 %以上[2 - 4 ] ,提示应当重

视群众性的食源性疾病预防控制知识的普及教育 ,

以有效降低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率。

2005 年 ,加工不当是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重

要引发因素 ,暴发事件的原因食品以植物类食品为

主 ,与 2003、2004 年的资料一致。不明食品引起的

暴发事件比重呈上升趋势 ,1992 - 2001 年占 5 % ,

2003 年占 1918 % ,2004 年占 2315 % ,而 2005 年上升

到 2915 %
[1 ,2 ,4 ] 。

综合近年来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持续监测的

资料分析 ,按 WHO 对发展中国家食源性疾病的漏

报率在 95 %以上的估计原则 ,依据监测网地区的覆

盖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以及可能存在的种种

社会性和技术性不确定因素 ,保守估计我国平均每

年发生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约数十万起 ,发病数

约千万人次。然而 ,这只是数学推算撩起的一层薄

纱 ,事实尚不清晰。因此 ,进一步扩大国家食源性疾

病监测网的建设规模 ,完善其机制和功能 ,准确获得

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信息、评估疾病负担 ,方能对

政府制定公共卫生决策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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