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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流行病学
特征分析 

宗雯琦, 吴雨晨, 戴  月*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京  210009) 

摘  要: 目的  分析 2016~2018 年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 提出相关建议。方法  收集

2016~2018 年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监测数据 , 采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  2016~2018 年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共发生 27 起, 发病 936 人。学校食物中毒发病高峰在 9 月, 其

次是 5 月。致病菌及其毒素为主要致病因素, 其中以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要致病

菌。结论  学校应列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关注对象, 加强基础建设、监管力度和学生食品安全意识宣教。

以良好生产工艺(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GMP)和危险分析关键控制环节(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为原则管理学校配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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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8 

ZONG Wen-Qi, WU Yu-Chen, DAI Yue* 

(Jiangsu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8, and provide regulatory recommendations. Methods  The monitoring data of 

school food poisoning incid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8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epidemiologically by EXCEL software. Results  From 2016 to 2018 there were 27 schoo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ere 936. The peak of school foodborne disease was in September, followed by 

May; Pathogens and their toxins were the main pathogenic factors; The main pathogenic factors were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Salmonella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Conclusion  Schools should be the focu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students’ food safety awareness education.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GMP) and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 are the principles of managing 

school catering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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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物中毒指摄入含有生物性、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的

食品或把含有毒有害物质当作食品摄入后所出现的非传染

性急性、亚急性疾病[1]。 

学生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 学校作为特殊群体

生长生活的场所, 一直是我省食品安全关注的重中之重。

学校就餐人数众多, 人群密集, 一旦发生食源性疾病, 不

但严重影响老师和学生的身体健康, 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

影响和行政压力[2]。为了更好的了解江苏省学校食源性疾

病暴发的流行病学特点, 找出防控关键点, 更好的维护学

生的健康成长, 本文对 2016~2018 三年的学校发生的食物

中毒事件进行分析, 找到主要的致病因素和致病环节, 探

讨其流行病学特征, 以期提供确实有效的防控措施和建议, 

全面保障学生身体健康。 

2  材料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2016 年~2018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中发生在

学校的食物中毒事件。 

2.2  实验方法 

使 用 EXCEL2010 软 件建立 数据 库整理 , 并对

2016~2018 年的学校食物中毒事件从时间分布、学校类型、

致病因素、原因食品来源和引发环节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

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情况 

2016 年～2018 年共接报学校食物中毒事件 27 起, 暴露

31114 人, 发病 936 人, 死亡 0 人。2016 年发生学校食物中毒

事件10起, 暴露9902人, 发病398人; 2017年发生学校食物中

毒事件 7 起, 暴露 733 人, 发病 78 人; 2018 年发生学校食物中

毒事件 10 起, 暴露 20479 人, 发病 460 人。 

3.2  时间分布 

由于学校寒暑假, 所以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高峰不

同于我省食源性疾病暴发在夏季高发的特点, 发病最多的

月份在 9 月, 一共发生 6 起, 占比 22.22%; 其次在 5 月。

具体见表 1, 图 1。 

3.3  学校类型 

把学校分为幼儿园、小学、中学、十二年制(小学到高

中)、大中专院校、培训机构, 2016 年到 2018 年江苏省学校

食物中毒事件中, 大中专院校报告数最多, 共发生 9 起, 占

33.33%。其次为中学 7 起, 占 25.93%和小学 6 起, 占 22.22%, 

如表 2。 

3.4  致病因素 

2016 年到 2018 年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主要的致

病因素为致病菌及其毒素, 一共 17 起, 占比 62.96%, 其中

又以副溶血性弧菌为主要致病因素, 一共发生 5 起, 占比

18.52%, 符合我省一贯发病特点。具体见表 3。 

 

 
表 1  2016~2018 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数的时间分布 

Table 1  The time distribution of schoo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8 

月份 报告数 构成比 发病人数 构成比/% 

1 月 0 0.00 0 0.00 

2 月 0 0.00 0 0.00 

3 月 3 11.11 55 5.88 

4 月 2 7.41 56 5.98 

5 月 5 18.52 188 20.09 

6 月 3 11.11 98 10.47 

7 月 2 7.41 57 6.09 

8 月 3 11.11 30 3.21 

9 月 6 22.22 260 27.78 

10 月 3 11.11 192 20.51 

11 月 0 0.00 0 0.00 

12 月 0 0.00 0 0.00 

合计 27 100.00 93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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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2018 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情况时间分布 

Fig.1  The time distribution of schoo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su provincefrom 2016 to 2018 

 

3.5  原因食品来源场所 

2016 年到 2018 年江苏省学校食堂是学校食物中毒事

件的主要的来源场所, 共发生 21 起, 占比 77.78%, 送餐

(包括网店、配餐)是次要的来源场所, 共发生 4 起, 占比

14.82%。但流动餐点的发病率最高, 具体参见表 4。 

3.6  引发环节 

2016 年到 2018 年江苏省学校食堂是学校食物中毒事

件主要引发环节为生产加工, 共 15 起, 占 55.56%, 其次为

不明原因 5 起, 占 18.52%, 然后为流通(运输和销售)和餐

饮服务环节, 具体见表 5。 

4  讨论与结论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学校食品安全, 美国强调基于

良好生产工艺(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GMP)和危险

分析关键控制环节(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为原则的学校食品安全计划[3]。我国先后下发了

《学校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办法》、《教育部、卫

生部关于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安全工作意见的通知》

并开展了全国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4]。从而可

见对学校食品安全的重视。 

 
表 2  2016~2018 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学校类型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school types of school foodborn diease outbreak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8 

学校类型 报告数 构成比/% 发病人数 暴露人数 发病率/% 

幼儿园 1 3.70 4 10 40.00 

小学 6 22.22 277 7632 3.63 

中学 7 25.93 346 6591 5.25 

十二年制 1 3.70 27 4154 0.65 

大中专院校 9 33.33 193 10535 1.83 

培训机构 3 11.11 89 2192 4.06 

合计 27 100.00 936 31114 3.01 

 
表 3  2016~2018 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致病因素分布情况 

Table 3  Pathogenic factor distribution of schoo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8 

致病因素 报告数 构成比/% 发病人数 暴露人数 发病率/%

致病菌及其毒素因素 17 62.96 575 18219 3.16 

阪崎肠杆菌 1 3.70 156 1879 8.30 

产气荚膜梭菌 1 3.70 18 122 14.75 

副溶血性弧菌 5 18.52 125 3501 3.57 

金黄色萄球菌 3 11.11 53 216 24.54 

蜡样芽孢杆菌 1 3.70 8 10 80.00 

沙门氏菌 4 14.81 87 8915 0.98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2 7.41 128 3576 3.58 

有毒动植物因素 1 3.70 4 9 44.44 

病毒因素 1 3.70 27 4154 0.65 

不明因素 8 29.63 330 8732 3.78 

合计 27 100.00 936 3111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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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6~2018 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发病场所分布情况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schoo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cident site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8 

发生场所 报告数 构成比/% 暴露人数 发病人数 发病率/% 

学校食堂 21 77.78 25020 570 2.28 

送餐(包括网店、配餐) 4 14.82 6078 352 5.79 

流动餐点 1 3.70 10 8 80.00 

自带 1 3.70 6 6 100.00 

合计 27 100.00 31114 936 3.01 

 
表 5  2016~2018 江苏省学校食物中毒事件引发环节分布情况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the links caused by schoo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8 

引发环节 报告数 构成比/% 暴露人数 发病人数 发病率/% 

生产加工 15 55.56 22348 422 1.89 

不明原因 5 18.52 6006 268 4.46 

流通(运输和销售) 4 14.81 589 41 6.96 

餐饮服务 3 11.11 2171 205 9.44 

合计 27 100.00 31114 936 3.01 

 

4.1  事件发生时间 

由于学校寒暑假停课, 除了个别学校因为补课或者

培训偶有发病外, 整体发病高峰集中在 9 月和 5 月。和其

他省份高发月份一致[5]。5 月是小高峰一共发病 5 起, 占

18.52%, 188 人发病, 占 20.09%; 9 月是大高峰一共发病 6

起, 占 22.22%, 260 人发病, 占 27.78%。9 月在江苏还处在

夏季高温阶段, 天气炎热, 食物中毒高发, 符合我省三季

度食物中毒高发的一贯特点也和全国数据一致[6]。 

4.2  事件严重程度 

2016 到 2018 年 27 起学校食物中毒事件中发病人数

大于等于 30 人以上的一般事件 11 起, 占学校类食物中毒

事件总数的 40.74%, 占全省三年所有类型食物中毒一般事

件的 35.48%(31 起); 其中发病人数大于等于 100 人的较大

食物中毒事件学校 2 起, 占全省三年所有类型食物中毒较

大事件的 100%。由此可以看出我省来学校发生的食物中

毒事件造成的发病人数多, 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比较大。 

4.3  学校类型 

大中专类院校三年发生食物中毒事件最多, 9 起, 占

33.33%, 其次为中学 7 起 , 占 25.93%, 小学 6 起 , 占

22.22%。但是幼儿园虽然三年一共发生 1 起, 但是致病率

最高, 全班 10 人就餐, 4 人发病, 发病率 40%。幼儿园午餐

不同于其他类型学校, 只能是在学校就餐的, 而且午餐统

一, 没有中学大学等不同的食堂或者菜式选择, 同时低龄

幼儿童自我保护意识低而且抵抗力差, 所以对幼儿园的食

品安全把控应该更加严格, 将幼儿园列为学校类型的关注

重点场所。为了避免以后出现这一情况, 需要加强幼儿园

食堂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 对幼儿园的公共卫生情况进行

严格的管理, 从根源上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确保食品加工

的各个环节都能够安全的控制, 从材料的采购、加工到食

品的存放都要做好相应的措施。还要加强对儿童的健康教

育工作, 增强儿童的自我管理和防范意识[7]。 

4.4  致病因素 

致病菌及其毒素因素是我省三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

发的主要致病因素, 三年共发生 17起(63.00%), 575人发病

(61.43%), 其中副溶血性弧菌 5 起, 占主要因素。符合我省

历年特点。 

4.5  查明率 

27起事件中只有 8起原因不明, 查明率 70.37%, 远高

于我省食物中毒事件查明率。这是由于学校食物中毒事件

发生场所单一, 大部分在学校食堂(21 起, 占 77.78%), 学

生的配合度高等原因。但是仍然有 8 起事件(29.63%)没有

查明, 低于其他省份[8]和全国学校食物中毒事件查明率[9]。

这可能是由于虽然新的《食品安全法》已经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实施, 但是第七章[10]关于食源性疾病监测、学校食

物中毒管理及处置依然没有大的修改, 多部门参与制度、

权责不明确、管理机构之间无相互制约制度等缺陷依然存

在。我省近几年虽然一直深化机构之间的配合度, 但是实

际在处理问题上和调查力度上还有所欠缺, 应加深市场监

督管理局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配合程度, 政府应尽快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各部门责任。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

该需要进一步提高食物中毒流行病学调查能力和实验室 

检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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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原因食品来源场所 

学校食堂为主要的来源场所, 食堂作为学生在学校

用餐的主要场所,食品安全、食堂卫生管理尤为重要。通过

教育局的统一配送、市场监管局的日常监督管理和学校落

实日常主体责任, 从而健全学校食堂卫生管理制度, 加强

对重点环节和细节监管 , 是保证食堂食品安全的有效措 

施[11]。我国对学校集体食堂进行量化分级管理, 这是保障

学校食品安全、维护广大师生的健康权益、预防食源性疾

病发生的科学的、有效的方法[11,12]。但是由于学校面积设

备投入等各方面限制, 一部分学校选择校外送餐, 这类公

司的由于私人经营, 其卫生状况一般不理想, 从业人员卫

生意识淡薄, 监督管理困难。有人更是追逐利润在采购廉

价的食品上大动脑筋, 存在严重卫生安全隐患[13]。2016 年

到 2018 年我省一共发生的 4 起由于送餐(包括网店、配餐)

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且均发生在小学, 占小学三年食物

中毒事件数的 66.67%。从侧面反应出这类送餐(包括网店、

配餐)单位从原辅料采购、食物储存、加工生产、食品配送、

从业人员等各方面监督管理问题, 并且对其调查的难度和

配合的难度远远大于学校食堂, 其中 3 起都没有查明原因, 

占 75%, 查明率仅 25%, 远低于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查明率。 

综上, 希望政府部门可以从严把控进入学校配餐的

单位资质, 加强这类单位的监督管理, 推进所有送餐(包括

网店、配餐)单位全面实施食品良好生产规范和危险分析关

键控制点体系[14]。同时严格执行相关管理标准, 加大检查

频率和处罚力度, 保障学生健康。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相关

单位, 坚决取缔其相关资质。在条件允许下, 江苏省所有

学校应当逐步推进学校食堂的建立, 减少或者杜绝校外单

位的送餐。全面保障我省学生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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