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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8年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分析 

田礼钦, 王小龙, 郑艳敏*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苏州  215004) 

摘  要: 目的  为预防和控制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提供科学决策。方法  对 2001~2018 年

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报告和调查报告进行统计分析, 主要分析不同年份食源性疾病暴发情况、致

病因子、月份、学校类别、事件起数、发病人数等。结果  2001~2018 年苏州市学校中食源性疾病暴发 26 起, 

占 4.69%(26/554), 发病 985 例, 占 8.87%(985/11104)。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是导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主要

致病因子, 9 月份是事件的高发月份, 且小学暴发事件最多。粮食类及肉类是暴发的主要食物, 加工人员污染

和加工销售污染是暴发的主要原因。结论  缩短食品加工到就餐的时间, 防止加工环节和加工人员污染能有

效防止食源性疾病的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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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in Suzhou schools from 2001 to 2018 

TIAN Li-Qin, WANG Xiao-Long, ZHENG Yan-Min* 

(Su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uzhou 21500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make scientific decisions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occurrence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Suzhou schools. Method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reports and investigation 

report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schools in Suzhou from 2001 to 2018. The outbreaks of foodborne diseases, 

virulence factors, months, school types, number of incidents, and number of cases in different years were mainly 

analyzed. Results  From 2001 to 2018, there were 26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Suzhou schools, accounting for 

4.69% (26/554) and 985 cases accounting for 8.87% (985/11104).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and their toxins we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led to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ing in schools. September was the high-incidence month of 

the event, and the number of primary school outbreaks was the highest. Grain and meat were the main food of the 

outbreak, and pollution from processors and processing sales w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outbreak. Conclusion 

Shortening the time from food processing to meals and preventing contamination of food processing and processor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KEY WORDS: schools;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第 6 期 田礼钦, 等: 2001~2018 年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分析 1691 
 
 
 
 
 

 

1  引  言 

食源性疾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分布广

泛且常见[1,2]。学校是人群集聚、共同就餐之地, 是发生

食源性疾病的重要场所, 学校人群特殊, 社会关注度高, 

发生食源性疾病的社会影响与危害较大, 且占比大[3]。本

文分析了 2001~2018 年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的特征, 为预防和控制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提供科学意见

与建议。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2001~2018 年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

件报告和调查报告, 2001~2008 年为纸质报告, 2009~2018

年为省和国家网络报告。 

2.2  方  法 

对 2001~2018 年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报告和调

查报告分析, 选择暴发场所为学校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主要分析不同年份食源性疾病暴发情况、致病因子、月份、

学校类别、事件起数、发病人数等。 

2.3  统计分析  

运用 Excel 2010 软件整理数据并分类求和, 对暴发事

件进行描述性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苏州市总体及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生情况 

2001~2018 年苏州市全市范围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 554 起, 发病 11104 例, 无死亡病例。其中发生在学校

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有 26 起, 占 4.69%, 发病 985 例, 

占 8.87%(见表 1)。 

3.2  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因子 

26 起学校暴发报告中, 共查明 17 起致病因子, 查明

率 65.4%(17/26)。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是导致学校食源性

疾病暴发的主要致病因子, 其次为病毒、真菌毒素, 分别

占 学 校 暴 发 事 件 的 46.15%(12/26) 、 15.38%(4/26) 、

3.85%(1/26)。无化学性、有毒动植物性事件发生(见表 2)。 

 

表 1  2001~2018 年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生情况 
Table 1  Incidence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in Suzhou from 2001 to 2018 

年份 
事件/起 发病人数 每起人数 

全市 学校 占比/% 全市 学校 全市 学校 

2001 12 0 0 421 0 35 0 

2002 20 1 0.05 729 42 36 42 

2003 43 3 6.97 1005 80 23 27 

2004 28 1 3.57 718 7 26 7 

2005 15 2 13.3 432 45 29 23 

2006 32 1 3.12 658 5 21 5 

2007 29 3 10.34 836 118 29 39 

2008 55 2 3.64 902 51 16 26 

2009 35 3 8.57 464 48 13 16 

小计 269 16 5.95 6165 396 23 25 

2010 27 0 0 339 0 13 0 

2011 14 1 7.14 250 25 18 25 

2012 13 0 0 160 0 12 0 

2013 31 1 3.23 519 37 17 37 

2014 32 1 3.13 462 4 14 4 

2015 34 3 8.82 952 223 28 74 

2016 59 2 3.39 906 80 15 40 

2017 32 0 0 501 0 16 0 

2018 43 2 4.65 850 220 20 110 

小计 285 10 3.51 4939 589 17 59 

合计 554 26 4.69 11104 985 2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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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8 年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因子构成 
Table 2  Composition of pathogenic factor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in Suzhou schools from 2001 to 2018 

致病因素 
事件 发病 

起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诺如病毒 4 15.38 248 25.18 

副溶血性弧菌 2 7.69 73 7.41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 2 7.69 100 10.15 

蜡样芽孢杆菌 2 7.69 201 20.41 

化脓性球菌 1 3.85 7 0.71 

霉菌毒素(DON) 1 3.85 37 3.76 

肠炎沙门氏菌 1 3.85 47 4.77 

志贺氏菌 1 3.85 25 2.54 

其它微生物 3 11.54 64 6.50 

不明原因 9 34.62 183 18.58 

合计 26 100.00 985 100.00

 
3.3  不同年月份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不同年份和月份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见图 1 和

表 3。2001~2009 年学校共暴发 16 起占 61.54%(16/26), 

2010~2018 年暴发 10 起, 占 38.46%(10/26)。学校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的高发月份是 9 月、6 月、3 月, 分别占学校总

暴发起数的 26.92%(7/26)、19.23%(5/26)、19.23%(5/26)。 

表 3  2001~2018 年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月份分布 
Table 3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in 

Suzhou schools from 2001 to 2018 

月份 
事件 发病 

起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1 0 0.00 0 0 

2 2 7.69 28 2.84 

3 5 19.23 272 27.61 

4 1 3.85 79 8.02 

5 1 3.85 28 2.84 

6 5 19.23 128 12.99 

7 0 0.00 0 0 

8 1 3.85 45 4.57 

9 7 26.92 340 34.52 

10 0 0.00 0 0 

11 3 11.54 47 4.77 

12 1 3.85 18 1.83 

合计 26 100.00 985 100.00 

 

3.4  不同学校类别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分析 

把学校分成幼儿园、小学、中学、九年一贯制和大中

专院校 5 类 , 小学、中学报告事件较多 , 合计占比

61.54%(其小学 34.62%, 中学 26.92%)(见表 4)。 

 
 

 
 
 

图 1  2001~2018 年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年份分布 

Fig.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in Suzhou schools from 2001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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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1~2018 年苏州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不同学校类别构成 
Table 4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school type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in Suzhou from 2001 to 2018 

学校类别 
事件 发病 

起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小学 9 34.62 392 39.80 

中学 7 26.92 311 31.57 

幼儿园 4 15.38 82 8.32 

九年一贯制 4 15.38 125 12.69 

大中专院校 2 7.69 75 7.61 

合计 26 100.00 985 100.00 

 

3.5  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可疑食物情况 

2009 年始国家实行食源性疾病网报制度, 报告内容

详实, 对 2009 年后报告的 13 起事件进行分析, 粮食类及

其制品是引发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主要食物, 占事件总

起数的 23.08%; 其次是肉及肉制品 , 占事件总起数的

15.38%(见表 5)。 

 
表 5  2009~2018 年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食物类别分析 
Table 5  Food category analysi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in Suzhou schools from 2009 to 2018 

食物类别 
事件 发病 

起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粮食类及其制品 3 23.08 259 40.66 

蔬菜类及其制品 1 7.69 32 5.02 

肉及肉制品 2 15.38 62 9.73 

混合食品 1 7.69 173 27.16 

桶装饮用水 1 7.69 19 2.98 

不明食品 5 38.46 92 14.44 

合计 13 100.00 637 100.00 
 

3.6  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引发环节 

13 起事件共 10 起查明引发环节, 查明率是 76.92%。

加工人员和加工销售污染是主要原因, 合计占比 61.54%(其

中加工人员污染和加工销售污染均为 30.77%, 见表 6)。 

 
表 6  2009~2018 年苏州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引发环节分析 

Table 6  The triggering link analysi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 in Suzhou schools from 2009 to 2018 

引发原因 
事件 发病 

起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加工人员污染 4 30.77 115 18.05 

加工销售污染 4 30.77 399 62.64 

用具容器不洁 1 7.69 19 2.98 

原料污染 1 7.69 37 5.81 

不明原因 3 23.08 67 10.52 

合计 13 100.00 637 100.00 

4  讨论与结论 

我国于 2001年建立食源性疾病监测网[4], 2009年前采

取纸质报告, 2009 年后实行食源性疾病网报制度, 我市对

食源性疾病暴发非常重视, 建立了完善的上报制度, 数据

比较完整。由于食源性疾病暴发牵涉面广, 难免存在瞒报

漏报, 提高暴发事件上报率任务仍很艰巨。2001~2009 年

我市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5.95%)比 2010~2018 年

(3.51%)多, 每起平均发病人数较 2010 年后少, 2010~2018

年的暴发数据比 2013 年中国大陆的 6.69%[5]、云南的

3.89%[6]低。暴发事件的减少可能与 2010 年后我市对学校

食品卫生的重视, 硬件升级改造, 管理的量化分级有关, 

而每起发病人数的增加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与我市近年来

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 学生人数的增加有关, 二是与一些

学校学生餐来自供餐企业有关, 供餐企业一旦受到污染, 

波及的学校和学生均较多。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供餐企业

的监督和管理。 

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高发月份是 9 月, 与马智

杰[2]、潘娜[4]、赵艳荣等[7]的报告一致。9 月份暴发多可能

与气候炎热, 学校开学初期食堂的运转、卫生管理不到位

有关。从学校类别来看, 小学爆发最多, 可能与小学生卫

生意识较差, 诺如病毒在学校流行[8,9]且易侵犯小学生有

关。 

我市学校引起暴发事件的主要致病因子是致病微生

物及其毒素, 引起暴发事件的微生物主要是诺如病毒、副

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蜡样芽孢杆菌。

诺如病毒感染已成为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原因,

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蜡样芽孢杆菌

是引起我市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常见病因[10], 而食用霉变大

米引起呕吐毒素(deoxynivalenol, DON)中毒[11]说明食品原

料的管控上仍有漏洞。 

食源性疾病暴发可疑食物分析结果显示, 粮食类及

其制品和肉及肉制品引起暴发事件较多。我市饮食结构的

主食是米饭, 米饭中蜡样芽孢杆菌的携带率较高[12,13], 米

饭贮存不当易引起中毒。分析引发环节主要是加工人员和

加工销售污染, 食堂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和卫生意识及操

作规范成为引起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 用具容器不洁和

原料污染也是重要原因。 

未查明致病因素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有 9 起, 显示

学校中食源性疾病的未查明率较高。造成无法查明暴发原

因的因素有很多, 如上报的不及时、应急反应速度慢、样

品采集不全面、实验室检测能力不足、学校及供餐人员的

配合度低等, 尽管入校食品建立了完善的索证和管理制度

但对致病因子、原因食品以及引发环节的调查仍有很多工

作要做, 学校食源性疾病的溯源工作仍是防治工作的重点

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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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科学快速的应对可有效防止食

源性疾病的暴发和危害扩大, 提高暴发原因查明率。(1) 切

实落实《食品安全法》及食源性疾病报告制度, 严格食品

进货、留样制度, 落实台账和食品追索。(2) 市场监管局、

卫健委、疾控中心等多部门协调配合, 成立应急小组, 在

最短的时间到达现场, 市场监管局进行食品安全生产制

度、规范、从业人员等方面的调查, 疾控中心开展人群流

行病学和危害因素调查, 采集到的病人、食物、环节的样

品及时送相关机构检测。(3) 小学是防止暴发的重点, 3、6、

9 月是食源性疾病暴发的高发月份。供餐单位的出菜时间

比较早, 尤其是第一道菜有时提前 3~4 h, 因此要尽量缩短

食品加工到学生就餐的时间, 烧好的菜要做好保温工作, 

防止食物加工后被污染及细菌的快速繁殖。⑷  食品加工销

售环节和加工人员污染是引起暴发的主要原因, 食品加工

过程要做到生熟、荤素分开、食品容器生熟不能混用, 操

作流程合理。操作人员持证上岗, 落实晨检制度, 身体不

适不能上岗。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是防止食源性疾病

暴发的最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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