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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8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监测结果分析 

彭佳艳, 郑维斌* 

(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保山  678000) 

摘  要: 目的  了解 2010~2018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病规律和特点。方法  对保山市 2010~2018

年报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资料, 从时间、场所、致病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416 起(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20 起), 除 1 起食源性寄生虫感染外, 其余均为食物中毒, 发病 2677 人, 死亡

20 人。6~8 月为发病高峰, 报告起数、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年的 56.3%、41.3%、75.0%。毒蘑菇中

毒报告起数及死亡人数最高, 分别占总数的 49.5%、50.0%; 微生物性发病人数最高, 占总数的 31.4%; 导致死

亡病例主要为毒蘑菇、乌头碱, 占总数的 75%。家庭报告起数、发病人数及死亡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数的

72.1%、51.7%、90.0%。农村宴席及学校平均每起事件的发病人数高于其它场所。 结论  加强对农村宴席及

学校的监管, 有针对性的开展预防野生菌、附子(川乌、草乌)及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健康教育, 可有效降低发病

数及死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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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PENG Jia-Yan, ZHENG Wei-Bin* 

(Baosh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aoshan 67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occurrence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Methods  The data of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reported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ime, place and pathogenic factors. Results  A total of 416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20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ere reported, all of which were food poisoning except 

one foodborne parasitic infection, with 2677 cases and 20 deaths. From June to August, the peak incidence rate, the 

number of reports,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the number of deaths accounted for 56.3%, 41.3%, and 75.0% of the 

year. The number of reported poisoning and the death toll of poisonous mushrooms were the highest, accounting for 

49.5%, 50.0% of the total number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microbiological cases was the highest, accounting 

for 31.4% of the total. The deaths were mainly caused by poisonous mushrooms and aconitine, which accounted 

for 75% of the total. Families report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cases, cases and deaths, accounting for 72.1%,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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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90% respectively. Rural banquets and schools have higher incidence of disease per incident than other places.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rural banquets and schools, and carrying out targeted health education 

on prevention of wild bacteria, aconites (radix aconitariae, radix aconitariae) and microbial food poison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deaths. 

KEY WORDS: foodborne disease; event monitoring;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food safety 
 
 

1  引  言 

食源性疾病是指摄食进入人体内的各种致病因子引

起的、通常具有感染或中毒性质的一类疾病, 是影响我国

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 也是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经济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信息表明 , 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估计, 全球每年发生食源性疾

病数十亿人, 发达国家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次感染食源

性疾病, WHO总部发布的全球首份食源性疾病全面估算报

告中, 称每年 10 个人当中就有 1 人因食源性疾病而生病, 

导致 42 万人死亡[1]; 近年来国家对食源性疾病的重视, 食

源性疾病的报告起数不断增加[26]。因此, 连续、动态、系

统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 掌握食源

性疾病的流行趋势, 有助于制定合理有效的预防控制措

施 [7,8]。本研究通过对保山市 2010~2018 年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探讨保山市食源性疾病的发

生规律和特点, 为制定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  料  

来源于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监测报告系统

2010~2018 年云南省保山市监测数据。 

2.2  判断标准  

食物中毒诊断按照《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

则》[9]。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判断参照《2010~2018 年国 

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手册》[1018], 规定由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上报其辖区内发病 2 人或死亡 1 人以上的食源性

疾病事件。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照《国家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19]的分级标准执行。 

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2007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 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采用率、构成比等指标对样本特征

和调查指标进行描述。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情况  

云南省保山市自 2010~2018 年间, 共报告食源性疾

病事件 416 起, 暴露人数 15790 人, 发病 2677 人, 死亡

20 人, 罹患率和病死率分别为 16.95%和 0.75%。416 起事

件中, 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20 起(4.8%), 其中一般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4 起;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

级)16起(有死亡病例 15起, 发病人数 100人以上 1起), 见

表 1。 

3.2  发病报告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 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呈逐年增加

趋势, 从 2010年的 6起递增至 2018年的 109起。2010~2015

年, 发病起数、发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5~2018 年处

于平稳状态。死亡人数 2014 年及 2015 年出现最高峰, 平

均每次事件的发病人数呈下降趋势, 由 2011 年的 58.33 例

到 2018 年的 4.66 例, 见图 1。 
 

表 1  2010~2018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情况 
Table 1  Reports of foodborne disease incidents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年份 事件起数 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 病死率/% 平均每起事件的发病人数 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起数 

2010 年 6 67 2 2.99 11.17 2 

2011 年 3 175 0 0.00 58.33 1 

2012 年 6 142 1 0.70 23.67 2 

2013 年 10 55 1 1.82 5.50 1 

2014 年 39 310 6 1.94 7.95 4 

2015 年 87 454 6 1.32 5.22 5 

2016 年 75 511 1 0.20 6.81 3 

2017 年 81 455 2 0.44 5.62 1 

2018 年 109 508 1 0.20 4.66 1 

合计 416 2677 20 0.75 6.4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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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时间分布 

食源性疾病事件全年均有发生, 5 月份开始上升, 主

要是集中在 6~8 月, 报告起数、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分布

占 总 数 的 56.3%(234/416) 、 41.3%(1107/2677) 、

75.0%(15/20)。7 月为发病起数、发病人数、死亡人数最多

的月份, 见图 2。 

3.3.1  化学性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时间分布 

化学污染物报告 16 起, 发病 179 人, 死亡 4 人, 没有 

季节变化规律, 见图 3。 

3.3.2  微生物性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时间分布 

微生物性报告 56 起, 发病 840 人, 无死亡病例。全年

均有发生, 5 月份高峰, 8 月出现小高峰, 见图 4。 

3.3.3  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类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时间分布 

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类报告 206 起, 发病 727 人, 死

亡 10 人。全年均有发生, 5 月份开始增加, 在 6—8 月为高

峰期, 见图 5。 

 

 
 

图 1  2010~2018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的发生趋势 

Fig.1  Occurrence trend of foodborne diseases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图 2  2010~2018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发生的时间特征 

Fig.2  Time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s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图 3  2010~2018 年保山市化学污染物引起食源性疾病的时间特征 

Fig.3  Time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s caused by chemical pollutants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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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场所分布   

家庭是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主要场所, 其发生起数、发

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为首位, 病死率 1.30%高于其他场所

(χ2=11.860, P＜0.001))。农村宴席及学校平均每起事件的发

病人数高于其它场所, 见表 2。 

3.5  致病因素 

毒蘑菇中毒为我市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的主要致病

因素, 其报告起数及死亡人数均最高。导致死亡的致病因

素毒蘑菇 10 例、乌头碱 5 例、化学污染物(农药 3 例、毒

鼠强 1 例), 见表 3。 

 

 
 

图 4  2010~2018 年保山市致病菌微生物及毒素引起食源性疾病的时间特征 

Fig.4  Time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s caused by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and toxins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图 5  2010~2018 年保山市有毒植物引起食源性疾病的时间特征 

Fig.5  Time characteristics of foodborne diseases caused by poisonous plants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表 2  2010~2018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场所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diseases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中毒场所 起数 构成比/% 发病人数 构成比/% 死亡人数 构成比/% 平均每起事件的发病人数 

农村家庭 300 72.1 1383 51.7 18 90 5 

餐饮服务单位 35 8.4 290 10.8 0 0 8 

农村宴席 25 6.0 459 17.1 0 0 18 

单位食堂 20 4.8 147 5.5 0 0 7 

学校 21 5.0 289 10.8 1 5 14 

其他 15 3.6 109 4.1 1 5 7 

合计 416 100 2677 100 20 100 6 
 

表 3  2010~2018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事件致病因素分类情况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pathogenic factors of foodborne diseases in Bao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8 

类别 起数 构成比/% 发病人数 构成比/% 死亡人数 构成比/% 

毒蘑菇 206 49.5 727 27.2 10 50.0 

动植物 71 17.1 455 17.0 5 25.0 

不明因素 67 16.1 476 17.8 1 5.0 

微生物性 56 13.5 840 31.4 0 0 

化学性 16 3.8 179 6.7 4 20.0 

合计 416 100 2677 100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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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2010~2018 年保山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监测报告系

统中共报告 416 起食源性疾病事件, 发病人数 2677 人, 死

亡 20 人。近五年来,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总体呈明显上升

趋势。而平均事件患者数呈下降趋势, 达到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 死亡人数变化趋势不明显。据

WHO 报告, 食源性疾病的实际发病数要比报告的病例数

多 300～500 倍, 报告的发病率不到实际发病率的 10%, 发

展中国家实际发生与报告的病例数之比可能为 100:1, 因

此, 所得到的报告病例数仅为“冰山一角”[20,21]。保山市随

着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的建立运行, 虽然报告质量和监测

的敏感性有所提升, 但食源性疾病防控形式仍然严峻。因

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食安办等多部门针对食品安全所采取的食品从业人员培

训, 食品安全预警, 食品安全健康教育, 食品初原料管理

干预措施仍待加强。仍需完善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的建

立和运行。 

保山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主要集中在 6~8 月, 7 月

份达到高峰, 其主要原因随着湿度, 温度升高, 微生物易

繁殖, 食品容易发生腐败变质, 一旦食物储存, 加工, 食

用不当, 容易引起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3]。另外, 分析结果

显示, 5 月份为微生物高发月, 主要原因为每年进入 5 月份, 

保山市气温突然升高, 人们防范食物腐败变质的意识尚未

形成。同时, 保山市在此期间正值野生菌成熟季节, 城市

居民均有好吃野生菌美味的习惯, 居民在采摘及食用时对

有毒野生菌辨别能力不足, 加工不当造成了野生菌中毒事

件增多。因此有关部门应提前进行预防微生物和野生菌食

物中毒的预警发布。 

从结果分析可知, 毒蘑菇中毒是我市食源性疾病事

件发生的主要致病因素, 报告期数占总报告数的 49.5％, 

发病人数占 27.2%, 死亡人数占 50.0%。每年从 5 月起应在

全市范围内持续不断地开展为期 4 个月面向城乡居民的预

防野生菌中毒宣传教育, 提高城乡居民预防野生菌中毒知

识知晓率。加强野生菌中毒后的诊断救治能力培训, 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胃肠型野生菌中毒的救治能力和对重

症野生菌中毒的预判能力。提升市级医院对重症野生菌中

毒病例的救治水平, 同时, 应加强附子(川乌、草乌)药膳食

用的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工作, 严禁加工出售附子(川乌、

草乌), 尽量避免因药膳造成人员伤亡。 

保山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场所, 主要发生在家

庭 , 其次为餐饮服务单位 , 农村宴席 , 单位食堂和学校 , 

且农村宴席及学校平均每起事件的发病人数多。应加强以

下方面的工作, (1) 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过

程中, 应强化对农村家庭主妇、农村宴席食品加工人员的

食品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2) 加强对餐饮服务单位, 单

位食堂的监管。(3)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特别加强对学校

食品安全责任的职责履行。加强对学生食品安全教育, 提高

学生识别有害食品能力, 预防学生误食有毒野果子中毒事

件, 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营养餐管理, 避免因营养餐

引起食源性疾病事件, 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 一旦发生食源

性事件, 影响而广, 易引起高度关注, 务必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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