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平台设计

王博远　　　　　　 苏宝愉　　　陈夏威　　　　　　 肖革新

（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医科大学 （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３） 东莞 ５２３８０８）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３）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２）

〔摘要〕　详细阐述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平台系统设计，包括业务框架、应用系统、标准规范体系、数据
采集和交换方式、基于大数据的食源性疾病预警等方面，指出该平台建设有助于提高国家、省两级平台数

据采集交换能力，推进各地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完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工作流程。

〔关键词〕　人口健康信息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平台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５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Ｒｉｓｋ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ＡＮＧＢｏｙ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５２８４０３，Ｃｈｉｎａ；ＳＵＢａｏｙ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５２３８０８，Ｃｈｉｎａ；ＣＨＥＮＸｉａｗｅｉ，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５２８４０３，Ｃｈｉｎａ；ＸＩＡＯＧｅｘｉｎ，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ｒｉｓｋ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ｏｄｂｏｒｎ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ｒｉｓｋ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ｒｉｓｋ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８－２７

〔作者简介〕　王博远，硕士，工程师，发表论文１１篇；通

讯作者：肖革新，博士，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中山市社会公益科技研究专项 “基于 ‘健康

中山区域平台’的重点人群食源性疾病自动

监测识别核心技术和早期暴发预测机器学习

模型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Ｂ１１０６）。

１　引言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法

定职责，是系统、持续收集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

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等相关数据，应用医学、卫生

学原理和方法对人群健康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其

目的是掌握我国食品安全总体状况，及时发现食品

安全隐患，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和标准

制 （修）订提供依据［１］。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原卫生计

生系统已建立基本覆盖全国３１个省 （区、市）及

新疆建设兵团的食品化学污染物和有害微生物监测

信息系统［２－３］、食源性疾病 （病例）监测报告系

统［４］、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信息系统［５］，提升了食

品风险监测数据上报的便捷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通过对基层组织的培训改善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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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报告和分析工作，初步实现监测点数据网络直

报、在线分析和自动统计。但食品化学污染物和有

害微生物监测信息系统、食源性疾病 （病例）监测

报告系统、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信息各自单独运

行，数据共享交换需求日趋增强，同时系统上报仍

采用网络直报模式，需要进一步改进为人口健康信

息化４级平台、两级中心的建设框架［６］。数据分析

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数据字典与标准规范、相关

业务数据统计分析挖掘功能有待完善。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业务框架

２１１　平台框架　针对上述问题开展新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信息平台框架设计，对国家、省、市级食

品污染物、微生物、食源性疾病个案、食源性疾病

暴发监测等相关业务进行有机整合，在统一平台上

进行监测、分析、评价及预警，切实保障大众身体

健康。构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业务框架，主要包

括：一是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管理，实现国家风

险监测计划制定、征求意见、计划发布、结果统

计、统一食品和食源性疾病监测中的食品分类、检

测项目分类、症状分类等标准指标，采用统一标准

进行数据采集归类［７］；二是食品化学污染物、微生

物及有害因素监测，实现对监测样本信息和化学污

染数据采集和逐级审核；三是食源性疾病监测，实

现食源性疾病个案和暴发事件报告采集和逐级审

核；四是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理，实现检验机

构管理、质量控制模块和风险监测参比实验室管理

等；五是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汇总分析及预警，

对各类监测数据进行分类、综合、关联统计分析。

２１２　平台功能　建立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统
一数据库，掌握我国食品中主要污染物、致病菌及

有害因素的污染水平和趋势，确定危害因素分布和

可能来源，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通过共享交换

全国交通出行轨迹、食品企业销售、医疗机构就诊

以及社交媒体用餐评价数据组成的多源时空大数

据，构建国家食源性疾病风险评估与预警新框架，

见图１。

图１　统一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业务框架

２２　应用系统

２２１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管理子系统　实现

国家风险监测计划制定、征求意见、计划发布、结

果统计等功能。各级用户通过此系统可了解国家风

险监测计划、提出计划修改意见和查看历年计划执

行情况。国家级用户可通过系统汇集各方意见，制

定并发布当年监测计划，征求各监测点意见，对历

年提交数据进行统一分析。具体模块包括制定计

划、征求意见填报、计划发布和数据统计分析等。

２２２　食品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子系统　

实现对监测样本信息和化学污染检测数据填报并逐

级提交；国家、省、市各级对所提交数据进行审核

和退回；国家、省、市各级对上报数据进行统计和

分析，对相应污染物做出初步风险评估。具体模块

包括采样信息管理、检测信息管理、数据上报管

理、各级审核管理、数据退回管理、数据查询、数

据统计、监测任务定制、风险评估、系统管理等。

２２３　食品微生物风险监测子系统　实现对监测

样本信息和微生物等检测数据填报并逐级提交；国

家、省、市各级对提交数据进行审核和退回；国

家、省、市各级对上报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具体

模块包括采样信息管理、致病菌检测数据管理、数

据上报管理、各级审核管理、数据退回管理、数据

查询、数据统计、监测任务定制、系统管理等。

２２４　食源性疾病监测子系统　包括食源性疾病

暴发报告和食源性疾病个案报告两部分。实现疑似

食源性疾病个案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在完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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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处置工作后１周内由所在地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登录国家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数据采

集平台完成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各级疾控每日登

录报告系统查看各地食源性疾病发生情况，对下级

提交数据进行审核；各级部门对提交审核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完成季度、年度全国食源性疾病 （包括

食物中毒）分析报告；各级对符合流行病调查的样

本组织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填写流行病调查报告。

具体模块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审核、数据分析及预

警、流调等。

２２５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理子系统　提供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理证据，不断提高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质量管理水平，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提

供保障。具体模块包括监测技术机构管理系统、检验

过程管理、申投诉管理、检验机构内审、检验机构管

理评审、内部质量监督、外部质量监督、内部质量控

制、外部质量控制和参比实验室管理等。

２２６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分析及预警子系统
　对各个监测平台数据按照标准进行统一汇总；对各
类监测数据进行分类、综合、关联统计分析和深度挖

掘；通过地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ＧＩＳ）展示功能进一步实现空间分析与展现，以
及风险因素的地理空间格局、空间聚集性、空间插

值、回归及趋势分析等。具体模块包括数据导入、数

据处理、数据统计分析、监测报告和权限管理等。

２２７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报告管理子系统　上报
定期和突发监测报告并进行电子会签，同时将审核

后的报告根据权限提供给不同部门阅读和下载。具

体模块包括报告提交、报告审核、报告会签、报告

阅读下载和权限管理等。

２３　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构建统一完善的数据库编码体系，包括食品分类

编码、污染物微生物分类及编码、各项目对应检测方

法、限量标准等。统一监测结果上报格式，建立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标准数据集，实现污染物、微生物和食

源性疾病监测数据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２４　数据采集和交换方式设计

２４１　国家级、省级数据采集方案设计　可以由
国家卫生数据中心 （主数据中心）提供数据采集网

络通道，各省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汇总平台连接

政务外网，通过数据采集网络通道上报数据至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信息平台。根据各省信息化建设情况分别

采用数据采集前置机、系统采集接口和手工直报等方

式，有条件的单位利用数据采集前置机或系统采集接

口自动完成数据采集上报，其他无自建系统的单位继

续采用网络直报方式上报数据，见图２。

图２　统一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数据采集和交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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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已建设省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汇总平
台的省份　通过省级平台数据交换前置机方式，经
政务外网调用国家卫生数据中心 （主数据中心）数

据采集服务，在本省平台内首先将污染物、微生

物、食源性疾病等各条块业务信息进行分类采集、

处理和汇总后按规定标准打包，调用国家卫生数据

中心数据采集服务推送上传。国家卫生数据中心对

各省级平台上传数据进行抽取 －转换 －加载 （Ｅｘ
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ｏａｄ，ＥＴＬ）处理，抽取健康档案
业务相关数据入国家健康档案数据库，其他业务数

据发送至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平台。

２４３　未建设省级数据汇总平台但本省自建监测
系统的省份　由污染物、微生物、食源性疾病等监
测业务系统的接口通过政务外网调用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信息平台提供的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接口服务 （或通

过在省级部署国家风险监测综合采集页面将数据采

集后统一上传），数据经过国家卫生数据中心 （主

数据中心）数据采集网络通道推送上报至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信息平台。

２４４　暂无省级汇总平台及监测系统的省份　直
报方式维持扩展沿用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现有虚拟专

用网络 （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ＰＮ）加密通道，
部分由各市县级监测点、基层哨点医院通过ＶＰＮ方
式登录国家端信息系统，直接填报数据至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信息平台，见表１。其数据来源为省级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平台、地市级食品安全监测点、基

层哨点医院内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ＭＳ）、医院信息
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等手工填
报数据。

表１　统一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平台采集交换数据项

序号 采集交换数据

１ 食品化学污染物样本信息

２ 食品化学污染物检测信息

３ 食品微生物样本信息

４ 食品微生物致病菌检测结果

５ 食品微生物卫生指标菌检测结果

６ 食品微生物病毒检测结果

７ 食品微生物寄生虫检测结果

续表１

８ 食品微生物益生菌检测结果

９ 食品微生物毒素检测结果

１０ 食品微生物菌株登记结果

１１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事发报告信息

１２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事后报告信息

１３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生物标本检测信息

１４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环境标本检测信息

１５ 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

１６ 食源性疾病标本及检验结果信息

１７ 食源性疾病菌株信息

２５　基于大数据的食源性疾病预警设计

２５１　构建全国食源性疾病自动监测体系　在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平台中构建大数据挖掘分析平

台，对接各省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立以第 １０
次修订的国际疾病分类编码 （ＩＣＤ－１０）为基础的
诊断字典库，对各省市疑似食源性疾病病例进行智

能匹配和自动化分类清洗，实现重点人群食源性疾

病信息自动采集，构建全国食源性疾病自动监测体

系，解决旧模式中食源性疾病监测过度依赖哨点医

院手工上报导致的漏报和滞后问题，基于大数据预

警食源性疾病。

２５２　构建国家食源性疾病风险评估与预警新框
架　通过共享交换全国交通出行轨迹、食品企业销
售、医疗机构就诊以及社交媒体用餐评价数据组成

的多源时空大数据，构建国家食源性疾病风险评估

与预警新框架。利用交通大数据和食品销售数据确

定人口与食品流向和流量，分析城市人口居住和饮

食类型空间相关性，结合食源性疾病患者分布特征

对食源性疾病发病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建立食源性

疾病与人口交通食品信息时空关系矩阵，整合相关

因子，应用神经网络、随机森林模型等机器学习模

型进行暴发预测，得出近期城市内食源性疾病暴发

高风险地区，生成风险评估地图，最大程度缩小食

源性疾病影响范围，为政府提前掌握食源性疾病和

食品安全动态，及时控制食源性疾病蔓延提供决策

依据，达到大数据背景下精准防控食源性疾病的公

共卫生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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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随着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我国公共

卫生网络和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初见成效，２０１７年６
月底已完成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与全部省级平台

联通工作［８］，构建基于国家、省两级数据中心的全

国范围食品安全数据采集和共享交换网络已经具备

基础条件。当前制约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化发展的最

大瓶颈集中体现在监测数据统一标准问题上。由于

历史遗留原因目前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各部门

都有各自的食品、污染物、疾病症状分类等编码体

系，监测数据采集、分析和展现均在各自系统内独

立完成，无法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开展新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信息平台框架设计，旨在打破信息孤岛、

建立统一标准和平台，在信息化层面对国家、省、

市级食品污染物、微生物、食源性疾病个案、食源

性疾病暴发监测等相关业务进行整合，在统一平台

上进行监测、分析、评价及预警，同时拓宽信息采

集报送渠道，在人口健康信息化框架中设计数据采

集前置机、系统采集接口和手工直报等多种数据采

集方式，有效利用并整合国家卫生数据中心、政务

外网等现有网络资源，提高国家、省两级平台数据

采集交换能力，更好地为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服务，

对推进各地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完善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管理工作流程，创新信息化业务模式产

生积极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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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医学信息学杂志》启用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启事

　　为了提高编辑部对于学术不端文献的辨别能力，端正学风，维护作者权益，《医学信息学杂志》已正式启用 “科技

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来稿进行逐篇检查。该系统以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

检测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文献。如查出作者所投稿件存在上述学术不端行为，本

刊将立即做退稿处理并予以警告。希望广大作者在论文撰写中保持严谨、谨慎、端正的态度，自觉抵制任何有损学术声

誉的行为。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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