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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深入了解我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特征，采用时间序列季节分解法、变异度值、ｔ值检验等
分析方法对我国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数量、死亡人数、中毒因素、中毒场所等通报数据进行
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我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数量、死亡人数自２００６年起均具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且呈
明显的季节周期性，其中第三季度是中毒事件发生数量最多、造成危害程度最严重的季度。对比引起食物中

毒的因素，化学因素是造成生命危害程度最大的因素，但深度分析可知，微生物因素应是未来食品安全防控的

重点。中毒场所的比对分析中，家庭场所发生食物中毒的后果最为严重。本研究采用多元数学统计方法对食

物中毒事件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充分揭示了当前我国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总体状况以及未来潜在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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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中毒是指食用了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
的食品或者食用了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后出

现的急性、亚急性疾病［１］。近年来，尽管政府部

门、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研究

人员及消费者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注，但每年均

有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２］。食物中毒的发生

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影响人民群众的

正常生活和工作，甚至有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

因此，如何有效地防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为

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食品安全保障，已经成为全

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研究表明，利用数学统计方法对重大食物中

毒事件发生的规律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对

于控制和减少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具有指导性

意义［２］。徐君飞和张居作［３］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
国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与报告系统中资料进行

了统计和分析，金连梅和李群［４］分析了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陈东军［５］对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年全国食物中毒情况进行分析。这些研究
虽然对食物中毒事件数据进行了统计并分别得

出了食物中毒事件在季节、中毒因素、中毒场所

中的病死率，但缺少更深入的数据统计分析。因

此，本研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首次对

我国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数据进行
较为系统的多元数学统计分析，以期深入了解我

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特征，为有效地预防

和控制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提供科学的参考依

据。

１　数据资料及方法

１．１　数据资料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关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全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数据情况的通报［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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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分析方法
１．２．１　季节分解法

季节分解法是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法中的一

种。其中，季节因子序列可用于描述事件的发生

在１个年度内依据一定周期性变化。本文参考
季节分解方法［２２－２４］，运用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２００１－
２０１３年重大食物中毒起数、死亡人数所有数据进
行分析，探究季节因素对全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发生的影响。

１．２．２　变异程度分析
变异系数（ＣＶ）是标准差相对于平均数的百

分数，是衡量资料变异程度的统计量［２５］。本文通

过对季节因素、中毒因素和中毒场所变异系数的

分析，判断各因素对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变化

情况的影响。

１．２．３　中毒因素显著性分析
本文运用ｔ值检验法分别对各因素分类下的

食物中毒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２６］，分析各中毒因

素、中毒场所对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影响的大

小。

２　结果与分析

据卫生部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统计数据显示

（图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期间，重大食物中毒上报
起数最少年份为２００２年（共１２８起），最多年份
为２００６年（共５９６起）；死亡人数最少年份为２０１３

年（共１０９人），最多年份为２００３年（共３２３人）。
自２００６年起，食物中毒的发生起数、死亡人数均
呈下降趋势。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发生起数、死亡人数折线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ｏｆ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１３

２．１　季节分解
运用季节分解法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不同季节

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起数和死亡人数的数

据进行作图分析。如图２所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全
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在每年每季均有发生，且呈

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均为第三季度 ＞第
二季度＞第四季度 ＞第一季度。第三季度是食
物中毒事件及死亡人数最多的季度，应给予重点

预防和监控。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每年全国食物中毒发生起数（ａ）、死亡人数（ｂ）的季节分布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ｂ）ｏｆ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ｏｆｅａｃｈｓｅａｓ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１３

　　为了进一步探究以上数据是否随季节变化
而变化，本研究采用季节分解法分析了重大食物

中毒事件发生起数和死亡人数的季节因子序列，

该数据分析方法可用于描述一个年度内重大食

物中毒事件发生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如图 ３所
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期间，每年全国重大食物中毒
事件发生起数和死亡人数随季节变化均呈现明

显的季节性周期特征。本研究所揭示的这种变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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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可为今后针对不同季节制定相应防控食 物中毒事件发生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图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重大食物中毒发生起数（ａ）、死亡人数（ｂ）季节因子序列分析结果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

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ｏｆ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ｂ）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１３

２．２　中毒事件数量变异程度分析
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

素，如季节、中毒因素及中毒场所等。季节分解

法虽然能够揭示全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

季节周期性特征，但不能分析和探究不同因素对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起数和死亡人数的影响。因

此，为了更好地了解在不同因素影响下重大食物

中毒事件数量的变化情况，本文分别对各中毒因

素、中毒场所与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之间的关系进

行变异程度分析［２７］，结果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食物中毒事件按中毒因素分类发生起数、死亡人数分析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ｂｙ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发生起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微生物性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化学性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有毒动植物

ｐｌａｎｔ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ｔｏｘｉｃａｎｔｓ

其它

ｏｔｈｅｒｓ

死亡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ａｔｈ

微生物性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化学性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有毒动植物

ｐｌａｎｔ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ｔｏｘｉｃａｎｔｓ

其它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０１ ４９ ９０ ３３ １３ ２０ ８１ ３５ １０
２００２ ３３ ５７ ２７ １１ １ ９９ ２８ １０
２００３ ９７ １４６ ８１ ５５ ３１ １８０ ９４ １８
２００４ １３６ １３８ ７５ ４８ ３４ １６５ ６９ １４
２００５ ５１ ８４ ６５ ５６ １０ １０６ ７６ ４３
２００６ ２６５ １０３ １５１ ７７ １８ ７８ ８５ １５
２００７ １７４ ８９ １８９ ５４ ５ ７４ １６７ １２
２００８ １７２ ７９ １２５ ５５ ５ ５７ ８０ １２
２００９ １１８ ５５ ８１ １７ ２０ ６６ ９３ ２
２０１０ ８１ ４０ ７７ ２２ １６ ４８ １１２ ８
２０１１ ７８ ３０ ５３ ２８ １４ ５７ ５１ １５
２０１２ ５６ ２１ ７２ ２５ １６ １９ ９９ １２
２０１３ ４９ １９ ６１ ２３ １ ２６ ７９ 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３４．９９ ２４．４９ ２８．０６ １２．４６ ７．６７ ４２．４３ ４２．９１ ６．９９

均值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 １０４．５０ ７３．２０ ８３．８０ ３７．２０ １４．７０ ８３．２０ ８２．２０ １３．４０

标准偏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６７．１６ ４１．１２ ４５．８１ ２１．０５ １０．３９ ４７．６１ ３５．３５ １０．００

ＣＶ／％ ６４．２４ ５６．２２ ５４．６４ ５６．５３ ７０．７０ ５８．６１ ４３．０２ ７４．６８

　　目前，我国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分为微生物 性因素、化学性因素、有毒动植物因素等。由表１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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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可知，化学性因素所引起食物中毒事件

死亡人数均值最大，且变异系数小，说明在我国

化学性因素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对人民生命财

产造成的危害相对较大、更为严重。而微生物性

因素，中毒事件发生起数均值、变异系数相对较

大，原因可能是微生物存在于食品之中具有难以

控制的不确定性与变异性，且微生物生长的繁殖

具有一定程度的季节周期性［２８－２９］。

表２　食物中毒事件按中毒场所分类发生起数、中毒人数分析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ｂｙ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发生起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集体食堂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ｎｔｅｅｎｓ

家庭

ｈｏｍｅ
饮食服务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死亡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ａｔｈ

集体食堂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ｎｔｅｅｎｓ

家庭

ｈｏｍｅ
饮食服务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０１ ６２ ６４ １７ ４２ ４ １０６ ５ ３１
２００２ ５５ ５４ １０ ９ ６ ７７ ４３ １２
２００３ １３７ １６８ ３４ ４０ ４ ２７５ ６ ３８
２００４ １３３ １８８ ２１ ５５ １５ ２３２ ０ ３５
２００５ ６２ １２３ ４３ ２８ ６ ２０１ ０ ２８
２００６ ２３７ １８１ ８６ ９２ ５ １６２ ３ ２６
２００７ １４２ ２１９ ６１ ８４ １ ２２８ ４ ２５
２００８ １６２ １４７ ６４ ５８ ４ １３２ ２ １６
２００９ ５０ １４５ ５１ ２５ ７ １５４ ５ １５
２０１０ ３７ １０６ ２７ ５０ ０ １４５ ３ ３６
２０１１ ４４ ８６ ２８ ３１ ４ ９９ ３ ３１
２０１２ ４２ ９６ １２ ２４ ３ １２８ ８ ７
２０１３ ３７ ８１ ２２ １２ ３ ９５ １ １０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３０．９０ ４２．６９ １２．２６ １４．１６ ２．４９ ８１．７２ ３．３３ １２．４５

均值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 ９２．３１ １２７．５４ ３６．６２ ４２．３１ ４．７７ １５６．４６ ６．３８ ２３．８５

标准偏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６３．１９ ５１．６５ ２３．０２ ２５．２９ ３．６３ ６０．８１ １１．２４ １０．６２

ＣＶ／％ ６８．４６ ４０．５０ ６２．８８ ５９．７８ ７６．１６ ３８．８７ １７６．１１ ４４．５４

　　由表２可知，家庭场所是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最多的场所，也是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死亡人数均

值最多且变异度较小的场所。集体食堂中毒起

数均值虽较高，但其造成的生命危害并不大，且

变异度相对较大。因此，家庭区域是更应增强预

警、防控的场所。

２．３　食物中毒相关因素显著性分析
由２．２分析可知，第三季度是我国食物中毒

事件发生的主要时间段。为了预防未来重大食

物中毒事件发生，特对第三季度的食物中毒原

因、中毒场所数据进行 ｔ值检验显著性分析（Ｐ＜
０．０５）。
　　由表３中第三季度食物中毒起数的分析数
据可知，通过分析微生物性、有毒动植物、化学性

因素、未知因素之间的概率值关系，可得这４种
因素对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起数的影响顺序

依次为：微生物 ＞化学性 ≈ 有毒动植物 ＞未

知。第三季度食物中毒死亡人数显著性分析结

果可知（表３）：４种因素对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死
亡人数的影响顺序依次为：化学性 ≈ 有毒动植
物 ＞微生物 ≈ 未知。以上数据表明，第三季度
中，微生物是引起食物中毒的最主要因素，而死

亡人数主要是由化学性食物中毒造成的，这一结

果与李婷婷的研究［３０］保持一致，说明微生物和化

学性食物中毒均为我们公众健康的重大威胁，其

中微生物引起食物中毒危害之广，化学因素引起

食物中毒危害之深，均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应

作为我国未来食物中毒因素的重点监测和防控

对象。

第三季度食物中毒起数中毒场所显著性分

析如表４所示。通过分析集体食堂、家庭、饮食
服务场所、其他场所间的概率值关系，可得这 ４
种场所中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起数的显著顺

序为：家庭≈集体食堂 ＞饮食服务场所≈其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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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集体食堂和家庭场所引起的食物中毒起数

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食物中毒死亡人数发

生场所显著性分析结果显示仅有集体食堂和饮

食服务场所间的概率值（０．６２７）大于显著水平
０．０５，其他因素间 Ｐ值均表现为极显著（Ｐ＜

０．００１）。综合考虑概率值关系，４种场所的显著
顺序为：家庭＞其他场所 ＞集体食堂≈饮食服务
场所。家庭是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和死亡人

数最多的场所。

表３　食物中毒起数、死亡人数中毒因素显著性分析
Ｔａｂ．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ｓａｂｏｕ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

因 素

ｆａｃｔｏｒ

微生物性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ａ ｂ

化学性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 ｂ

有毒动植物

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ｔｏｘｉｃａｎｔｓ
ａ ｂ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ａ ｂ

微生物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 －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６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７３６
化学性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１ － － ０．５３７ ０．９５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有毒动植物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ｔｏｘｉｃａｎｔｓ ０．３６８ ＜０．００１ ０．５３７ ０．９５６ －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未知ｏｔｈｅｒｓ ０．００４ ０．７４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 －
注：ａ．相对应因素与其它各因素引起的食物中毒起数显著性分析；ｂ．相对应因素与其它各因素引起的食物中毒死亡人数显著性分析。
Ｎｏｔ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ｄｅａ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

表４　食物中毒起数中毒场所显著性分析
Ｔａｂ．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ａｂｏｕ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

场所

ｐｌａｃｅ
集体食堂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ｎｔｅｅｎｓ
家庭

ｈｏｍｅ
饮食服务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集体食堂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ｎｔｅｅｎｓ －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８

家庭

ｈｏｍｅ ０．１３３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饮食服务场所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 ０．５５４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５５４ －

３　讨论

食物中毒作为一种常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不同的季节、不同的

致病因素、不同的就餐场所及不同的人群均存在

一定的差异，但也并非无规律可循。本文通过对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全国食物中毒的基本情况分析发
现，近十三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发生起数和中毒

人数整体上均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尤

其是２００６年以后全国重大食物中毒发生起数、死
亡人数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表明我国食品安全

状况已有明显改善，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我国颁

布了一系列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如２００３
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２００６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２００９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加大了对生产不合格

食品企业、执法不利的相关部门、机构等方面的

处罚力度，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食物中

毒事件死亡人数的作用［２］。

本文分析显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全国重大食物
中毒事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周期特征，每年食物

中毒发生起数和死亡人数随季节变化均呈现先

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规律。本研究所揭示的这种

变化规律可为今后针对不同季节制定相应防控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第三

季度是食物中毒事件发生起数最多、造成危害程

度最为严重、变异幅度相对其他季节较小的季

度，可能是因气候改变而给食品安全带来的影

响。意大利ＭＩＲＡＧＬＩＡ等［２８］认为，气候改变对食

品安全影响不容乐观，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

响程度更大。美国 ＴＩＲＡＤＯ等［２９］认为气候改变

的影响可以涉及整个食品链。第三季度还是各

种有毒植物的收获期，缺乏辨别能力的采食者很

容易中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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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因素造成的死亡人数最高，是我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危害较为严
重的因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目前我国

仍存在不法分子以化学性物质取代食品添加剂

应用于食品中，或者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及没有接

受过任何食品行业有关从业知识培训的人员直

接从事食品一线生产等问题。现阶段，造成食物

中毒的化学性因素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提出

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控制［１，３０］，而占食

品安全事件起数百分比最大的微生物因素却缺

乏行之有效的方案，因此我们认为微生物因素应

是未来食品安全的防控重点。微生物所引起的

食品安全事件具有波及范围广、致病力强等特

点，往往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和不可估量的经济

损失，而微生物自身存在于食品中的不确定性和

变异性，也导致其在食品安全事件中难以检测或

溯源，进一步加大了其监管的难度。因此，在我

国的发展水平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的当今，政府

及相关部门不仅需要继续保持对引起食物中毒

的化学性因素进行监管和控制，而且还应给予微

生物因素足够的重视，并配合越来越完善的检测

技术和风险评估措施，从而遏制化学性和微生物

因素所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以保障消费

者的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家庭是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和死亡人数

最多的场所，而家庭食物中毒又主要发生在农村

地区［１２］。导致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农村群众缺

少食品安全知识，对自行采食的某些动植物缺乏

相应的鉴别能力，同时，农村地区的医疗救治水

平有限、交通不便，这更加剧了发生大规模食品

安全事故的可能性［１３］。

基于以上分析讨论，本研究对我国未来食物

中毒的监管和防控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应保证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实
施，构建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加强相

关部门的执法力度，从而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和公众健康；

（２）应区分不同季节进行相应的食品安全监
测。其中，第三季度是我国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

主要时间段，应给予更高程度的关注；

（３）政府及相关部门不仅需要继续保持对引
起食物中毒的化学性因素进行监管和控制，而且

还应给予微生物因素足够的重视；

（４）针对农村城镇等食物中毒暴发相对严重
的区域，应加强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提高该区

域的医疗措施和食物中毒的救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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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２００４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０５］，Ｎｏ．５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１０］　卫生部关于２００５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的通报

［Ｚ］．卫法监发［２００６］８１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２００５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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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０６］，Ｎｏ．８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１１］　卫生部关于２００６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的通报

［Ｚ］．卫法监发［２００７］７７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２００６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０７］，Ｎｏ．７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１２］　卫生部关于２００７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的通报

［Ｚ］．卫法监发［２００８］２４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２００７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０８］，Ｎｏ．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１３］　卫生部关于２００８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的通报

［Ｚ］．卫法监发［２００９］２０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２００８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０９］，Ｎｏ．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１４］　卫生部关于２００９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的通报

［Ｚ］．卫法监发［２０１０］２５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２００９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１０］，Ｎｏ．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１５］　卫生部关于２０１０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的通报

［Ｚ］．卫法监发［２０１１］２６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２０１０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１１］，Ｎｏ．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１６］　卫生部关于２０１１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的通报

［Ｚ］．卫法监发［２０１２］１８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２０１１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１２］，Ｎｏ．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１７］　卫生部关于２０１２年第一季度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

况的通报［Ｚ］．卫法监发［２０１２］５２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２０１２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１２］，Ｎｏ．５２．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１８］　卫生部关于２０１２年第二季度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

况的通报［Ｚ］．卫法监发［２０１２］８６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２０１２

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１２］，Ｎｏ．８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１９］　卫生部关于２０１２年第三季度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

况的通报［Ｚ］．卫法监发［２０１２］１２０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２０１２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１２］，Ｎｏ．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２０］　卫生部关于２０１２年第四季度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

况的通报［Ｚ］．卫法监发［２０１３］３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２０１２

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１３］，Ｎｏ．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２１］　卫生部关于２０１３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的通报

［Ｚ］．卫法监发［２０１４］１５号．

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２０１３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Ｚ］．［２０１４］，Ｎｏ．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２２］　李干琼，许世卫，李哲敏，等．农产品市场价格短期预测

方法与模型研究－－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Ｊ］．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１６（２）：１７２－１７８．

ＬＩＧＱ，ＸＵＳＷ，ＬＩＺＭ，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ａｇｒ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ｍｏｄｅｌ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１６（２）：１７２

－１７８．

［２３］　樊欢欢，张凌云．ＥＶｉｅｗｓ统计分析与应用［Ｍ］．北京：机

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ＦＡＮＨＨ，ＺＨＡＮＧＬＹ．Ｅｖｉｅｗ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Ｍａｃｈｉｎ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２４］　ＢＵＲＫＥ?，ＭＵＲＰＨＹＰ．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ｉｎｄｏｏｒｒａｄ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Ｊ］．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１，４６（１０）：１１６８－１１７２．

［２５］　赵安平，赵友森，王川，等．蔬菜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价

格变化及传导机制研究［Ｊ］．中国农业通报，２０１１，２７

（４）：２５３－２６０．

ＺＨＡＯＡＰ，ＺＨＡＯＹＳ，Ｗ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ｐｒｉｃ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ａｎｄｒｅｔａ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１，２７（４）：２５３－２６０．

［２６］　续衍雪，郑丙辉，刘琰，等．贴近度法在湘江干流水质监

测断面优化中的应用［Ｊ］．水资源保护，２０１２，２８（６）：４６

－４８，５４．

ＸＵＹＸ，ＺＨＥＮＧＢＨ，ＬＩＵＹ，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２８（６）：４６－４８，５４．

［２７］　王钦德，杨坚．食品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Ｍ］．北京：中

国农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ＷＡＮＧＱＤ，ＹＡＮＧＪ．ＦｏｏｄＴｅｓ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２８］　ＭＩＲＡＧＬＩＡＭ，ＭＡＲＶＩＮＨＪＰ，ＫＬＥＴＥＲＧＡ，ｅｔ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ｏｃｕｓ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４７（５）：１００９－１０２１．

［２９］　ＴＩＲＡＤＯＭＣ，ＣＬＡＲＫＥＲ，ＪＡＹＫＵＳＬＡ，ｅｔ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０，４３（７）：１７４５－１７６５．

［３０］　李婷婷．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全国食物中毒情况分析［Ｊ］．山西

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６）：４２８－４３１．

ＬＩＴ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２ｔｏ

２０１１［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４３

（６）：４２８－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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