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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系列丛书”之一，结合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基本理论，通过深入
剖析国内外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典型案例，来涵盖事故发生的整体链条，从未雨绸缪的应急准
备、监测与预警，到抽丝剥茧的现场调查、寻踪觅迹的溯源追踪，从力挽狂澜的应急处置直到亡羊补
牢的善后处置，既生动形象又中肯贴切地分析了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中的关键点和关键技术。

　　本书以崭新的视野诠释食品安全应急理论与创新技术，引用的国内外典型案例富有时代气息，是
一本高质量、有思想、有深度，可读性极强的食品安全应急知识与案例分析专著，是从事食品安全的
管理及技术人员、高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了解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的理论、概念
、工作范围、实践等方面的实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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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该起事件中，广州市共报告有毒散装白酒急性甲醇中毒病例75人，经个案调查核
实诊断确诊病例55人。
该事件终致14人死亡、10人重伤、15人轻伤、16人轻微伤。
饮用白酒者最早4小时后出现中毒症状，最长为7天（168小时）；病例最小22岁，最大83岁；病例分布
在广州市三个区，其中白云区中毒人数最多，天河区和花都区各1人；病例均为低收入人群，其中外
来民工占75%，主要来自湖南省。
病例饮用的白酒多数购自白云区购酒点，其次为天河区；白云区的各个购酒点分布在该区太和镇、钟
落潭镇、人和镇和竹料镇。
中毒病人饮酒量最少为50mL，最大为2500mL。
病人的病情与饮酒量相关，饮用量多，则症状较重。
死亡病例平均饮酒量为1038mL,确诊病例平均饮酒量为897.7mL。
 分析：从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角度看，该案例的调查暴露出目前我国广大基层疾病预防
控制工作人员在调查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中容易遗漏的一个细节，即需要注重对生物标本分析数据的
收集分析和综合运用。
 在对食品中化学物（污染物、毒物）水平研究及限量标准制定中，往往是结合动物毒理学数据和人群
流行病学资料，基于风险评估方法对污染物最大限值做出限定。
而风险评估方法中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通过动物实验暴露剂量外推人群接触限值，由于通过人体试
验评估毒物暴露量与伦理学的道德原则相违背而不能实施，导致该类资料匮乏，但意外事故中出现的
中毒病例，则为补充这类研究资料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比如这次白酒甲醇中毒事件，如果调查人员能更深入细致分析，对中毒症状轻重程度进行分级，结合
病例体内生物标志物浓度变化和摄人甲醇的剂量和频率，可以推算甲醇在人体内的代谢情况；调查喝
了毒酒而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体征或仅具有极其轻微症状／体征的观察病例，结合毒酒甲醇浓度、酒
的摄人量、喝酒的间隔频率，可以初步估算急性中毒下甲醇在人体内的未观察到损害作用剂量水平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NOAEL）和观察到损害作用的最低剂量水平（Lowest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LOAEL）；更深入细分，还可以大致推算甲醇中毒不同靶器官的临床症状是否出
现与对应甲醇摄人临界剂量值的关系等，这些数据与动物毒理学试验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完
善中毒数据库资料、开展风险监测、风险评估、临床救治等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
但可惜的是，在该案例中，受各种原因所限，调查人员并未就上述要点进行调查。
很多时候，深入调查获取数据的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无法再次获取，这也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
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一大难点，希望今后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者遇到类似案例要注意这一点。
其实，不仅仅是甲醇中毒，很多其他类型的中毒，尤其是化学物中毒，都可以采取类似的思路，视乎
事件规模的大小，采取更深入的调查，进行更细致的数据分析，为日后同类型事故的调查或毒物风险
评估提供重要数据参考。
设计合理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始终是我们认识事物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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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与案例分析(创新及应用版)》针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特点，归纳总结了现
阶段食品安全事故应急的核心理论，综述了国内外在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以及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循证与溯源追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的创新技术，并辅以国内外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案例，提取
事故应对的优势部分做相应分析，以期借鉴其应急处置技术、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应急体系和食品
安全事故应对的能力建设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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