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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在健康医疗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食品安全与健康数据发展的解决思路，建立基于食品健康链
的大数据平台，提高大数据的综合利用能力和水平，最终实现来源可溯、流向可追、质量可控、责任可查、

风险可估、疾病可防的食品健康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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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一直为人们

所关注［１］。世界各大洲都有食品安全的突发事件，

各国政府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

量［２］。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食源性疾病，目前是一

个非常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被污染、不安全食品

的大量摄入，将会导致人群急性和慢性病的高发，

严重的会危及生命［２］。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

与健康保障的工作是相互独立的，传统的食品供应

链只包含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缺乏餐桌后的

环节———即由于人吃了不健康食品后导致疾病的防

治环节。食品安全与健康衔接不够，导致因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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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引发的健康问题，尤其是慢性病问题，缺少科

学的技术和数据支撑，大大降低了疾病预防的效率。

２　食品安全与健康大数据发展解决思路

２１　食品供应链与健康保障有效衔接

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将食品供应链与健康保障

有效衔接起来，建立食品健康链，形成 “食品安全

＋健康”的发展新模式。食品供应链是指从食品的
初级生产者到消费者各环节的经济利益主体 （包括

其前端的生产资料供应者和后端的作为规范制定者

的政府）所组成的整体，涵盖食品的生产、流通和

消费等多个环节［３］。传统的食品供应链理论缺少对

健康环节的考量，即消费者在吃了问题食品后，危

害因子进入人体，导致急性和亚急性疾病发生的过

程。通过食品供应链和健康的有效衔接，将增强政

府、企业和百姓的健康意识，将反向作用于生产、

流通和消费环节的改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闭环的

“食品安全＋健康”保障链条，体现服务人的健康
宗旨，整体框架，见图１。

图１　食品健康链框架

２２　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内容［４］。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市场调节作用

下，最终供需得到平衡，就能够达到市场内资源的

有效配置。然而，这种理论需要潜在的前提，即市

场信息的完整性与公开性，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可以

利用这些信息做出符合市场规律的决策。而现实生

活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存在信息壁垒，双方所拥有

的信息并不对等，因此也就产生了信息不对称。信

息不对称理论可解释现实生活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

等所导致的决策困境，弥补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

漏洞，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在食品安

全领域，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主要包括：

（１）生产要素供给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２）农牧业生产者与农牧业产品加工者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３）食品加工者与流通、销售者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４）食品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５）政府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食品安全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该领域产生

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信息不对称为不

道德行为提供滋生土壤；第二，信息不对称最终会

导致市场上的低质量食品占据很高的比重。上述两

点影响会增大食品安全风险，最终对人民的健康产

生威胁。在当代，由于食品生产、加工、储运、保

鲜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消费者很难通过食品本身

获取足够的食品安全信息［５］。要解决上述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必须在当前技术条件下，采用合理的信

息化手段，提高食品信任特性的可传递性，实现交

易双方乃至整个食品生产链条间的有效信息沟通，

最大限度地缓冲消费者的信息劣势［６］。

３　建立基于食品健康链的大数据平台

３１　平台架构

基于这两方面分析，应当建立一个权威的基于

食品健康链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发布的大数据平

台。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最新技术进行大数据采

集、存储、整合和分析［７］，解决上述过程中的生产

者、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和医疗机构等相关者之

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问题，在观念上打破部门本位

主义思想，突破 “篱笆”和 “孤岛”，实现数据的

合理流动与融合。平台架构，见图２，将分散在不

同部门、不同环节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资源进行整

合，使得 “食品安全＋健康”环节上的各方能够进

行信息共享，发挥协同效应和增值效应，最终保障

整个 “食品健康链”的安全。食品健康链的大数据

平台主要涉及的环节及部门包括：种养殖环节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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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环保部门，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环节的食药部

门、工商部门，健康环节的卫生计生部门和进出口

环节的质检部门。

图２　 “食品健康链的大数据平台”结构

３２　平台功能

平台通过应用 “互联网＋”的思维，实现食品
安全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突破各自条块的业务，

实现业务的横向整合，推动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的业务高效协同和信息共享并将有助于实现以下３
大转变：一是总体架构上，从垂直业务和信息孤岛

向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转变。基于大数据

平台建设国家／省两级数据中心群，建立跨地域、
跨部门的云平台，既覆盖业务应用也覆盖服务应

用，实现统筹规划、资源整合、互联互通和信息共

享。二是应用平台构建上，从品类监管、分段监管

向综合监管、全链监管转变，从单纯的政府职能管

理向社会化服务转变。设计基于面向服务的体系架

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Ａ）的食品安
全应用框架和开发规范，建设全国统一的技术服务

和业务服务支撑体系和物联网平台，从而实现 “从

农田、餐桌到医疗机构”的全生命周期监管。三是

数据资源规划上，从追求单一系统完整性向推动各

系统资源融合转变，从数据资源采集向数据综合分

析利用转变。通过完善食品安全业务标准和数据标

准体系，实现数据全局共享，避免系统的重复建设

和数据的重复采集，提升监管执行效率和风险控制

能力。同时加强对现有数据资源的挖掘分析，让计

算机在有人或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从海量数据中发现

潜在的、有用的新知识［８］，以大数据为依据，科学

决策，进而提升业务创新的能力。

３３　预期效果

通过食品健康链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将有助于

实现食品安全监测数据与疾病监测数据、居民健康

档案数据、电子病历数据、环境污染数据、气象数

据、社会经济数据以及地理数据的进一步深度融

合［９］，提高食品健康链上的风险评估、食品危害描

述性分析、食源性疾病危害因素研究、食品安全预

测预警研究、卫生干预项目的评价和卫生经济学评

价能力，实现我国食品安全和健康保障能力的跨越

式发展。

４　结语

在健康医疗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食品安全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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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与全民健康保障的联系，既面临巨大的机遇又面

临严峻的挑战。研究如何迎接健康医疗大数据到

来、衔接食品与健康，整合食品安全与健康碎片化

信息，提高大数据的综合利用能力和水平，将成为

未来食品安全监管与全民健康保障工作发展的必然

趋势。

食品健康链大数据平台是一个食品与健康保障

衔接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发布的平台，能够解决食

品供应链从农田到餐桌及餐后生话以及医疗过程中

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以及医疗机构等相

关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各个环节上的信息

共享，发挥协同效应，提高数据的有效供给，实现

严 “控”食品生产、严 “检”食品加工、严 “查”

食品流通、严 “管”食品消费、严 “防”食源性疾

病［１０］，保障整个食品健康链的安全。最终实现来源

可溯、流向可追、质量可控、责任可查、风险可

估、疾病可防的目标。按照这个规划思路，建立食

品健康链大数据平台可以降低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提高人的预期寿命，减轻我国疾病负担。同时在平

台建立过程当中，应当加强 “食品安全＋健康”大
数据分析人才培养，通过与不同学科之间的不断学

习与交流，提升对食品安全健康链大数据平台的数

据挖掘、运用能力与水平，逐步组建一支健康医疗

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综合队伍，开展环境、食品安

全和健康医疗关联技术的研究，使之成为未来食品

安全与健康大数据生态系统发展的中坚力量，为实

现 “健康中国”战略规划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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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开通微信公众号
《医学信息学杂志》微信公众号现已开通，作者可通过该平台查阅稿件状态；读者可阅

览当期最新内容、过刊等；同时提供国内外最新医学信息研究动态、发展前沿等，搭建编

者、作者、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可在微信添加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医学信息学

杂志”进行确认，也可扫描右侧二维码添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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