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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急演练作为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重要手段,是攻克食品安全事故时间紧、任务重及影响大

等难点的重要方式。 本研究围绕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建设领域,基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特大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技术体系集成与应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相关工作的理解,通过对国内外食品安全事故应

急演练研究进展综合分析,反映出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领域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有关问题结合我国现状研

究性地提出有关建议。 研究内容将对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工作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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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是演练组织者通过创 造虚拟的食品安全事故情景,使参演者完成应对安

全事故及事后评估的活动,实现检验应急预案、锻

炼应急队伍、优化应急系统,最终提升应急能力的

目的 [ 1] 。 我国注重各级应急预案建设,国内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都是演练组织者依据有关食

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模拟应对食品安全事故的活

动。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是食品安全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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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人民舌尖安全的有力武

器,是推动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处置从“被动应对” 向

“主动保障”转变的重要途径。 《 “十三五”国家食品

安全规划》中把“开展应急演练” “加强应急处置能

力建设,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应急预案体系” 列

入“风险监测预警、评估能力提升项目” [ 2] 。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把“完善国家应急管

理体系” 列入 “ 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 章

节 [ 3] 。 根据相关政策,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食品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建设及技术创新,增加项目

投入。 本文基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特大食品安

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技术体系集成与应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相关工作的理解,就国内外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演练研究进展进行综合分析,并针对我

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领域存在的问题,结合我

国现状,研究性地提出有关建议。

1　 国内外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现状

1. 1　 国外食品安全应急演练现状

美国应急演练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 具有制

度、资金及技术保障完善、法制及规范健全、注重以

人为本以及重视回顾反思与改进等特点 [ 4] 。
1979 年美国成立了联邦应急管理署,2003 年并

入国土安全部,制定国土安全演练与评估项目和国

家应急演练项目等。 演练形式丰富,除了实操型演

练和桌面演练外,还有情景模拟游戏及电脑模拟演

练等。 电脑模拟演练由美国应急演练模拟中心和

美国国家应急管理学院等研究开发,借助三维模

拟、仿真模拟 [ 5] 等技术研究模拟多情景模型、多种

模型下的演练。 演练的模拟分析软件还能分析危

机影响因素、优化决策路径、辅助应急执行以及绩

效评价等。 并且 NESC 等机构还能提供标准培训课

程,强调参演者有效实施演练的重要性,所有演练

参演 者 必 须 完 成 培 训 课 程 取 得 合 格 证 才 能

上岗 [ 6-7] 。
欧盟国家的应急演练在完善的食品安全应急

管理体系及信息共享平台上实施,具有公众参与度

高、信息公开透明、制度法规统一完善、以问题为导

向 制 定 演 练、 技 术 保 障 健 全 以 及 注 重 预 防 等

特点 [ 8] 。
欧盟各成员国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及相关制

度法规原本存在较大的差异,欧盟制定了 《 食品安

全白皮书》规划调整各成员国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

及相关制度法规。 并且设置食品和饲料快速警报

系统的信息共享平台,做到信息公开,保证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的透明度。
1. 2　 国内食品安全应急演练现状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方面的技

术保障正在逐步完善提升。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开发了模块化快检箱组应用于各种情景的

应急演练。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构建的高通

量快筛技术成功用于多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处

置 [ 9-11] 。 2019 年 12 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食品安全

应急保障关键技术的应用示范项目也已投入研究,
包括基于食品安全事故相关的回溯性分析技术、5G
云传输支持的应急处置 App 和远程可视化专家辅

助决策系统、便携智能化的快速检测评估和处置技

术体系、培训演练系统及信息实战演练系统、食品

安全应急保障关键技术综合应用示范基地等研究。
在虚拟应急演练及基于多情景模拟构建演练等创

新型演练方面 [ 12-17] ,目前也已有多个领域的应用,
例如在消防、自然灾害等领域,不仅高度还原了真

实的情景,而且还降低了应急演练的成本,但还未

涉及食品安全领域。 在应急演练评估培训方面,有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级研修学院(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安全应急演练中心) ,已指导全国各级政府

200 余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 9-11] 。 李雪峰出版

了《应急演练评估指南》 提供了可参考的评估方法

及培训教材 [ 18-19] ,近年来科研机构高校及政府部门

也致力于应急演练评估技术及标准的研究 [ 20-21] 。
在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方面,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

湾区将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与信息发布制度,形
成食品安全事故应急联动机制,通过信息共享、联

合处置、技术协作、联合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等

措施,共同提升区域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制度保障方面也正在日趋完善,根据 《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以及《 “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范》 有关要求,《国

务院 2020 年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方案 ( 征求意

见稿) 》已在应急处置能力考核要点中纳入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演练内容:“ 近三年开展食品安全事故

应急演练,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并且应急演练相

关材料及网址公示公开情况将作为考核依据。
另一方面,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作为国

家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现状是工作起步较

晚、工作经验较少,相应指导性文件、应急演练范本

还不多,例如《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 还

在制定过程中,目前这方面规范有 《 突发事件应急

演练指南》 (应急办函〔 2009〕 62 号) 可以参考。 我

国主要注重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度建设,目
前已有 2006 年的《 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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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及针对其修订的 2011 年的《国家食品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 。 全国 23 个省及 4 个直辖市基本都制

定了本辖区的 《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其中新

疆、湖南 2020 年修订制定发布了最新版本。
应急演练作为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

的重要手段,是攻克食品安全事故时间紧、任务重

及影响大等难点的重要方式。 对比国内外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演练研究进展,我国的应急演练水平还

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应急演练整体方面制度、
资金以及人员保障,信息交流平台的跨部门、跨国

际运用,应急演练绩效评价的认识,应急演练的计

划,应急演练实施过程,应急演练管理理念、特色和

创新方面 [ 22-25] 。

2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主要存在的问题

通过比对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的研究进展,结合我国应急演练领域存在的共性问

题的分析研究 [ 26-29] ,基于对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

领域的基本国情的思考,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

演练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 1　 技术规范体系尚未建立

《突发事件应对法》 对应急演练做了总体性规

定,国务院应急办出台了 《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

南》 ,但用于指导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的技术规

范性文件还未出台,还不能实现食品安全事故应急

演练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此外《食品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对于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的具体要求不明

确,致使各省市应急预案存在一定差异,开展应急

演练效果难以保证,协同开展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

练存在一定难度。
2. 2　 演练模式偏重示范宣传

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主要以示范性

演练为主,检验性和研究性的演练较少,整体来说

重程序、轻效果。 根据脚本计划性演练为主,盲演、
随机性演练较少,关注点多放在对脚本的编排,但

实际应用的案例情况比较少。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

演练的脚本还存在雷同和层次较低的情况,几乎从

未有过一级响应,缺乏真实练兵的目的。
2. 3　 演练效果缺乏科学评估

从目前进行应急演练评估的实际情况来看,演
练一般遵循教科书般的模式,不利于查找问题、锻

炼队伍面对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演练效果

评估大多采用领导讲评式或专家点评式的评估方

式,缺乏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以表扬和肯定居

多,难以真正发现应急响应能力具体缺陷并给出有

深度的改进意见。

2. 4　 培训科普宣传力度不够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往往第一目击者是普通民

众。 在我国,公众的应急意识并没有得到重视,没

有系统化普及宣传相应的应急知识,并且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演练参演人员结构单一,一般只涉及相关

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而企业和民众参演情况较

少,针对企业和民众应急演练的培训也比较缺乏。
2. 5　 演练形式单一

应急演练的形式主要是桌面推演或实战演练,
很少运用国外的多情景模拟虚拟、辅助决策等先进

技术。 桌面推演是低压力的讨论式演习,缺少紧迫

感;实战演练成本大、频率低,参演者过度依赖脚

本,很多时候效果也很有限。 应急演练模式方面,
应急演练组织者一般只关注本次本年的演练,很少

注重系列跨年的演练。 食品安全事故经常会涉及

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但组织者基本只单独开展食品

安全事故专项应急演练,很少跨领域联合开展综合

性应急演练。

3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问题建议

3. 1　 深化应急演练体系的顶层设计

建议相关部分积极推动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

急演练法律和标准尽快落地,建立食品安全事故应

急演练的技术标准体系,确保应急演练的标准化和

规范化。 例如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地方

标准 DB
 

4403 / T
 

131—2020 《 市场监管应急管理体

系建设指南》为市场监管领域应急管理标准建设起

到先行示范作用。 为保证跨地区跨领域应急演练

的进行,建议加速我国食品安全应急演练中心的建

设及互联互通,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各类主

体各领域的应急演练资源,建立全方位演练交流和

信息共享平台。
3. 2　 提升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响应实战能力

建议将“ 盲演” ( 包括 “ 单盲演练” 和 “ 双盲演

练” )的概念引入到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中。 单

盲演练是在演练前演练内容在演练开展之前对参

演方保密,仅告知参演者提前熟悉预案,演练根据

事态发展一步步由项目组织者给出信息。 双盲演

练是指在演练设计的过程中,对演练设计方和参演

方均采用盲法。 设计方根据演练目的设计方案,演
练内容在演练开展之前对参演方保密,设计方仅仅

提供参演方一条不明原因的应急通知,这样设计方

不知道参演方如何具体操作,参演人员的行动也具

有不确定性。 通过盲演可以有效提高参演者面对

食品安全事故时的应对能力。
 

为了避免参演人员依赖脚本,可借鉴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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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急演练的模块化管理,演练不提供脚本之类的

演练手册,加强应急演练的真实感和参与感,对不

同模块采用随机抽签、随时启动等形式模拟应急演

练的压力。
3. 3　 加强应急演练过程的科学评估

建议评估人员尽量来自多个领域以及更多的

第三方机构,对照相应的评估规范对应急演练能够

给出相应的整改意见,同时要保证演练评估反馈,
规定几个工作日后给出相应的整改报告。 并通过

专业人员或者第三方机构指导改善业务素质和实

战能力,形成 “ 准备-实施-评估-改进” 的良性循环,
如下述流程图(图 1)所示。

图 1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良性循环

Figure
 

1　 A
 

virtuous
 

circle
 

of
 

emergency
 

drills
 

for
 

food
 

safety
 

accidents

3. 4　 丰富创新应急演练方式方法

从技术保障角度,建议通过引入新的技术手段

作为食品安全事故演练形式的补充。 目前我国各

项事务的开展已逐步步入信息化时代,要找到提升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能力的新战场、认清信息时

代下应急演练的新理念。 例如通过数据挖掘整合

及智能辅助研判优化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的方

案设计、演练评估;利用 VR 虚拟现实的手段来进行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增加沉浸式体验。 在形式

方面,建议丰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模式,增加

综合性跨领域演练模式,关注应急演练管理的动态

改进并提高演练成效。 还可以借鉴国外一些竞赛

形式的应急演练,通过对两个地市同时进行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演练的形式,通过比赛促进双方改进。

4　 展望

虽然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还处于初

始发展阶段,但随着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

理部成立,标志着我国应急管理工作提升到了新的

高度,法规政策、应急体系等顶层架构都在进行改

革和建设,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配套法律规范、
预案标准、规范指南、配套设施、技术保障一定也会

更快地完善配置,为食品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保驾护

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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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

2018 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流行特征分析

刘辉 1,2,任婧寰 3,伍雅婷 4,王霄晔 3,王锐 3

(1. 四川省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41;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

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北京 　 100050;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中心,北京 　 102206;
 

4. 湖北省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14)

摘 　 要:目的 　 了解 2018 年我国食物中毒事件,探讨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规律及特点。 方法 　 对 2018 年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报告的全国食物中毒事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2018 年全国共报告食物中毒事

件 291 起,累计报告病例 7
 

856 例,死亡 98 例。 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占总体的 36. 77% ( 107 /

291)和 63. 11%(4
 

958 / 7
 

856),致病因素主要为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致泻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肠毒素

等。 毒蕈中毒的死亡人数占总体的 31. 63%(31 / 98)。 5 ~ 9 月是我国食物中毒事件的高发月份。 发生在家庭的食

物中毒事件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总体的 36. 43% (106 / 291)和 86. 73% (85 / 98),病死率为 6. 84% (85 / 1
 

243);发生

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人数占总体的 44. 04%(3
 

460 / 7
 

856)。 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数、发生在学校集体食堂的事

件数分别占学校食物中毒事件总数的 50. 67%(38 / 75)和 80. 00%(60 / 75)。 果蔬类及其制品、真菌类食品和肉类及

其制品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数分别占总体的 18. 90%(55 / 291)、14. 09%(41 / 291)和 10. 65%(31 / 291),居食物中毒

致病食品种类前三位。 与 2017 年比较,2018 年我国食物中毒事件数和死亡人数减少,主要原因是夏秋季真菌性食

物中毒事件大幅减少;而中毒人数有所增加是由于夏秋季发生在集体食堂和饮食服务单位的细菌性食物中毒人数

明显增加。 植物性食物中毒的主要致病因素为乌头和四季豆,事件发生高峰在秋冬季。 动物性食物中毒事件中,
应高度重视食用圆尾鲎引起的中毒。 结论 　 建议各地在食物中毒的高发时段提前加强监督、检查和指导,及时发

布预警。 做好集体单位食堂、饮食服务单位、农村自办家宴等重点场所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指导工作。 提高医务人

员对罕见毒物中毒的诊断、救治和现场处置能力。 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普及预防各类食物中毒

的知识,倡导良好的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习惯,减少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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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alence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poisoning
 

events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early
 

warn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Descriptive
 

study
 

on
 

the
 

food
 

poisoning
 

data
 

in
 

2018
 

collected
 

from
 

National
 

Repor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Results　 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