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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引发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北京市石景山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成功应对挑战

●唐华茂 葛献英 杨玲 范永宾 /文

北京市石景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副溶血性弧菌是引起人类肠胃炎的

革兰氏阴性、嗜盐病原菌，通常寄生于海

产品中，会引发食物中毒。海鲜餐馆是食

物中毒的高发场所，尤其是生食海产品，

如果处置不当，可能导致群发性食物中毒

事件。2015 年 9 月，有 19 名患者先后因

腹泻到石景山区某医院就诊，且均有到该

区某海鲜餐厅就餐的经历，初步怀疑为食

物中毒。对此，石景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高度重视，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处置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指挥事件应对处置，

同时上报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

石景山区政府，各相关单位快速反应，密

切配合，妥善解决了此次突发事件。

事件回顾

食品安全应急机制启动

2015 年 9 月 11 日 22 ∶ 30 石景山

区食药监管局接到该区某医院传染科接

诊的 3 例腹泻患者疑似食物中毒的通报。

值班人员立即上报该区食药监管局应急

处置领导小组，小组办公室主任带领应急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

22 ∶ 40 为查明事故原因，石景山

区食药监管局与区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到

达腹泻患者所在医院对患者进行调查。据

初步了解，这 3 例患者均于 9 月 10 日晚

在石景山区某海鲜餐厅就餐。同时，另一

组应急执法人员前往事发餐厅开展了现

场检查，疾控部门开展了流行病调查和抽

验。调查过程中，石景山区另一家医院又

报告称，该院接诊 2名相同病例患者。

23 ∶ 15 执法人员前往该医院进行

患者调查。当晚，石景山区食药监管局

将初查报告按时报送北京市食药监管局

及石景山区政府。

9 月 14 日 石景山区两家医院又分

别陆续接诊了 10 例和 4 例腹泻患者，这

些患者也曾经在该区之前就发生过疑似

食物中毒的同一家海鲜餐厅就餐。执法

人员对这两家医院进行了现场检查，对

患者、医生开展了调查。石景山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分别于 9 月 11 日和 9 月 14

日晚对事发餐厅的食物、原料、环境、

工具进行检测。

事件调查结论

经过对此次食物中毒事故事发餐厅

的现场检查，执法人员认为，当事人购

进涉及此次事故的食材后，在烹制过程

中，由于没有专业计时器和专业的温度

计，操作的厨师只能凭经验烹制，不能

确保食材中的副溶血性弧菌被灭杀，并

且当事人将烹制后的花蛤、文蛤放在加

工间的操作台上，同时，当事人将未烹

制的生花蛤、文蛤同时也放置于加工间

操作台上，当事人未做到生熟分开，导

致交叉感染。

石景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

当事人之后的熟文蛤及海鲜加工间的

清洗池进行检测，出具的检验报告

2015SP0081-1-5、2015SP0082-1-15，

分别都检测出含有副溶血性弧菌。

石景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患

者人群分布情况调查、临床症状统计、

就餐与发病统计、可疑餐饮与发病潜伏

期计算、可疑食品调查、卫生学调查和

实验室检测结果，最终得出结论：根据

《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WP/

T81-1996），结合 19 名患者的流行病学

调查资料、实验室检验结果及现场卫生

学调查结果，判断该起事件是由事发餐

厅自助餐引起的食物中毒，致病因素为

副溶血性弧菌，致病食品为花蛤（文蛤），

不排除其他海鲜食品致病的可能性。

事件处理结果

此次食物中毒事故事发餐厅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到 9 月 13 日，将含有副溶

血性弧菌的食品在其自助海鲜餐厅中对

外销售，对前来就餐的顾客每人收取 128

元餐费，导致有 19 名顾客食物中毒情况

发生。据石景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

具的检测报告 2015SP0084-1-3 显示，

19 名食物中毒的顾客便样中，检测出含

有副溶血性弧菌。该公司经营的含有副

溶血性弧菌的食品，属于经营者禁止经

营的食品，获违法所得 2432 元。这些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 号，下

同）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属于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八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石景山

区食药监管局决定对当事人给予 5 万元

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2432 元处罚。同

时没收生熟海鲜盛器2个；中号盒子2个；

带漏孔中号盒子 2 个；蒸屉 2 个；塑料

盒 5 个。鉴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并非主

观故意，且积极采取改正等措施，未从

重处罚。 

应急处置机制经受住了考验

在反应速度上， 石景山区食药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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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接到舆情信息通报后，按照相关负责

人指示，立即会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开展现场调查工作。当晚，应急组成员

分别去医院和事发餐厅进行了调查，分

别向患者、医生了解情况，对餐厅现场

检查取证，对造成食物中毒事件的疑似

食品及其原料进行封存；封存被污染的

实用工具及用具，并责令进行清洗消毒；

责令事发餐馆停止经营海鲜；配合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抽样检验；调查中毒原因

并追根溯源，调取供货单位信息；做好

现场勘验、记录、拍照和录像，并将调

查结果在最短时间反馈给相关负责人。

此外，该区食药监管局及时将经领导审

核后的案件调查情况分别向北京市食药

监管局应急处和区政府进行了汇报，并

持续近一个月的日报。

在行政控制方面，9月 11 日和 14 日，

石景山区食药监管局先后两次对此次食

物中毒事故的事发餐厅采取了食品安全

行政控制措施，要求其停止经营所有海

鲜类产品。9 月 15 日起，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通过对石景山区肠道门诊上报的

“北京市症状监测早期预警监测系统”病

例开展搜索，未发现其他相关病例。石

景山区疾控中心 10 月 13 日给该区食药

监管局送达《关于王某等 19 人副溶血性

弧菌食物中毒的调查报告》。该区食药监

管局综合疾控中心出具了调查报告及

事发餐厅现场检查情况、病人、医生

的调查情况和此次食物中毒事故的初

报、续报，完成此次食物中毒调查终结

报告，并于当天对事发餐厅下达责令改

正通知书。

在舆情监测方面，9 月 11 日起，石

景山区食药监管局应急小组设专人进行

舆情监测，关注媒体报道副溶血性弧菌

引发食物中毒的相关信息，并持续进行

专项舆情监测和分析研判工作；每天都

保持着与区卫计委及疾控中心的沟通联

系，跟踪了解事件调查进展情况；关注

媒体，未发现食物中毒的报道；按照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安

全事件防范应对规程》的有关规定，迅

速发出警示信息，第一时间向石景山区

食药监管局负责人作了报告，同时向市

食药监管局应急处和区相关监管部门进

行了预警通报；发出预警信息后，持续

舆情上报 14 期。他们还与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专家召开研讨会，疾控中心每两

日进行一次信息筛选和技术统计，分析

事件发展情况，预测舆情发展趋势。

好成果与平时的努力密不可分

此次食物中毒事件是石景山区食药

监管局成立以来一起典型突发事件。事

件发生后，该区食药监管局及时启动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局领导指挥

处置工作，在事件应对的每一个关键阶

段，及时作出决定性的决策部署，保证

了事件处置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有

力有序进行。其间，主管领导每天关注

事件进展情况，多次与卫计委沟通协调，

并就事件发展趋势，安排部署应对工作。

整体来看，石景山区食药监管局在此次

事件处置过程中，工作思路清晰，应对

措施得当，反应十分迅速，应急处置能

力得到了实战检验，这与一直以来的努

力是分不开的。2014 年，该区食药监管

局制定了《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防范处置

规程》，选取 77 名执法干部，分 11 组，

组成应急调查控制组，应急队员全部保

持通讯畅通，保证能够在第一时间到位。

在值班室准备了充足的执法文书、取证

设备及快检装备，在司机班准备了足够

的执法车辆。每组队员中至少一名司机，

至少一名食品相关科室的执法精英，确

保完成任务。石景山区食药监管局还抽

调了 36 名执法人员组成 6 个演练小组，

开展了食物中毒事故调查处理全过程应

急演练，考核食物中毒的调查思路、调

查处理程序、调查处理内容，通过演练

调查处理一起食物中毒事件的全过程，

全面检验全局执法人员对食物中毒事件

应急处置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应急处置流

程的熟悉程度，检验执法队员在食物中

毒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的信息沟通和调

查协作情况，为应对突发事件发生锻炼

了队伍。

从此次事件的成功应对中，石景山

区食药监管局监管人员又总结出了三点

经验。

一是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意识，仍是

目前监管的重点。从监管方面来看，法

律制度和各部门的协调还需要不断完善，

要建立消费者监督机制，加强执法力度，

广泛宣传，定期开展食药安全进社区、

进校园、进工地、进军营、进机关的活动。

企业应树立第一责任人意识，持续改进

工艺流程、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制度、严

格人员准入。消费者也应学习掌握鉴别

食品质量的方法。

二是要建立较完善的食品安全应急

处理体系。应围绕 5 个主要环节：应急

信息收集、应急预防准备、应急演习、

损害控制处理以及事后恢复。因此，需

要建立应急计划系统、应急训练系统、

应急感应系统、应急指挥中心（包括决

策者与智囊、应急处理小组和应急处理

专家）、应急监测系统和应急资源管理系

统。事故发生前的管理活动要努力将事

故化解在爆发前；事故发生中的管理活

动要注意将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事

故发生后的管理活动重在恢复原状，吸

取教训。应明确应急机制中各部门及其

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对主观上故意瞒报、

不作为、隐瞒信息等行为，都必须追究

法律责任。

三是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评价体系。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就是评价

食品中有关危害成分或者危害物质的毒

性以及相应的风险程度。这就需要利用

足够的毒理学资料确认这些成分或物质

的安全剂量。食品安全性评价在食品安

全性研究、监控和管理方面具有重要的

意义。长期以来，我国对食品安全的监

管是以对不安全食品的立法、清除市场

上的不安全食品和负责部门认可项目的

事实作为基础的。这些传统的做法缺乏

预防性手段，应建立一些评价和降低食

源性疾病爆发的新方法，同时加强对与

食品有关的化学、微生物及新的食品相

关技术等危险因素的评价，并在实践中

加以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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