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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卫生工作评价指标的选择和权重分配

河北省保定地 区卫生防疫站 王恩霖

本身有很大的伸缩性
。

检查人员的水平不同

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 同
,

受人为的影响很

大
。

还有些指标如食品检验合格率
,

如不确定

地区的类别
,

生产厂家的等级
、

采样的时间和

方式等
,

作为评价指标就存在着不确定性
。

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各评价指标之 间是

互相独立的
,

你中无我
,

我中无你
,

各成一体
,

既不互相包含
,

也不能互相代替
。

如果是互不

独立
、

可以互推的
,

只选用一个指标即可
。

灵敏性 要求指标有一定的波动范围
。

若

在大 多数情况下指标的数值都是相 同的
,

或

者波动很小
,

那么评价中起的作用就不大
。

如

食物中毒的死亡率设在综合评价中作用就不

大
。

指标值的标化

我 们在评价时
,

如果 只涉及单一 因素的

比较
,

那么孰优孰劣就不言而喻
,

但作为多因

素的综合评价时就不如此简单
。

此时
,

选 出的

各项指标
,

它的均值
、

波动范 围各不相 同
,

度

量衡单位亦不完全相 同
,

这就需要将数据标

准化
,

使各项指标具有可 比性
。

指标的标化还

具有平衡混杂因素的作用
。

因此
,

评价前首先

要进行标化
。

如秩和 比 法‘“ ,是将计算

单位各异 的多种变量作秩和代换
,

计算出综

合性 很 强 的指 数 无 单 位
,

再 进 行 比

较
。

一般所采用的指标值标化的办法主要有

以下三种
‘ ,

标准化处理 首先将系列的数据中心化奋

然后用标准差进行标化
,

其公式为

改时

一
, , , 二

·户

了甘尹才‘

评价工作是食品卫生工作管理分析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通过对各单位食品卫 生

工作质量的评价
,

可以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

比

较各单位间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

为加强分类

指导和管理工作的改革提供信息
。

食品卫生工作具有多系统
、

多层次的性

质
,

因此 只有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才

能较全面地反映食品卫生工作的实际情况
。

近年来
,

已经提出的各种方法如打分法
、

综合

指数 法“ , 、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 , 、

层 次分析

法‘ 以及秩和 比 ‘峨 ,法等都可以应用于

食品卫生工作质量的评价
。

本文仅在应用这

些方法时对评价指标的选择
、

指标的标化 以

及权重分配等作一简单的讨论
,

供参考
。

选择评价指标的原则

有关食品卫生工作的统计指标很 多
,

实

际工作中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食品卫生工作

指标给予全面详细的评价
,

而是要精选 出少

量的
、

代表性好
、

灵敏度高
、

特异性强
、

易于考

评的指标
。

选取正确的指标是进行评价分析

的基础
。

代表性和适宜性 根据食品卫生工作的

性质
,

选取反映 实际水平 的
、

有代表性 的指

标
。

指标必须是关键性的
,

而且要科学并符合
实际

。

亦可根据主级要求的标准制定
,

但最好

划分出好
、

中
、

差范围
。

除此以外
,

还要考虑可

比性问题
。

只有具备可比性的指标才可能进

行 比较
。

这要求指标所含的内容
、

包括范围要

一致
,

时间
、

地点等条件也尽可能相同
。

不然

的话
,

就要把指标调整后再进行 比较
。

确定性 确定性是指指标应该明确
,

按照

判定标准可以清楚地确定
。

如食品行业从业

单位数和从业人员数这个指标就可以完全明

确地确定
,

不会因人而异
。

但有些指标如餐馆

的一般卫生状况
,

检查中虽有判定提纲
,

但其
毛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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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确作出评价的基础
。

权重的赋值常用专

家打分法
、

特尔菲法
‘ ”和层次分析法等得 出

。

权重的总为以 为方便
。

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是采取了系统工程

学 中的 目标树图 图 及 的 一

级标度法
‘”’ 表 经过计算求得的

。

极差法 极差法是 从原始数据矩 阵的每

一个变量 中找 出最大值和最小值
,

算得两者

之差 —极差
,

然后用每一个原始数据减去

该变量中的最 小值
,

再除以 极差就得到标 化

的数据
,

其公式为

厂
、

一 二 、

,

⋯
,

一
、 ,

⋯
,

对数变换 对数变换就是对原始数据取

对数 常用对数或 自然对数
,

它可以将具有

指数特征的数据结构
,

化为线性的数据结构
,

其公式为

图 目标树图

层 最高层 总 目标

层 中间层 子 目标

层 最底层 〔指标层

, 。

指标的同趋化

’一 ‘ , , ” ’ , “

一
, ,

⋯
,

表 的土 级标度法

对 比打分 相对重要程度 说 明

同等重要 两顶对 目标的贡献相 等

众所周知
,

并非所有的指标都是数值越

大越好
,

如食物 中毒发生率等
。

对于这类 指

标
,

不 同的评价方法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

在

法 中
,

规定 的排列方法是 对高优指

标 如体检率
、

合格率 以最小值排为
,

次小

值排为
,

余类推 对低优指标 如病死率
、

中

毒发生率 以最大值排为
,

次大值排为
,

余

类推
,

与前者相反
。

在模糊聚类法中
,

通过建

立有效 的隶属 函数 隶属度
,

使不同量纲 的

多指标向无量纲的
“

单因素
”

转化
,

实现 了不

同指标的一致性的 比较
。

但一般方法中
,

若评

价中指标越小越优时
,

可取
,

的计数为标

化值
,

即 或
,

一
, 。

指标的权重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
,

各项指标在整体中

所占的地位和重要程度不一定相 当
,

因此要

加鲜不同的权重
。

指标权重确定的合理性
,

也

略为重要

基本重要

确实重要

根据经验一个比另一个 评

价稍有利

根据经验一个 比另一个 评

价更为有利

实践证实一个 比另一个 评

价更有利

绝对重要

两 相 邻程度 的

中间值

重要程度明显

需要折衷时使用

层次分析适用于处理多因素制约的多层

次的复杂结构系统
,

它通过将系统分析成多

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
,

根据人 们对每一层次

中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给出判断
,

这些判断

是通过引入合适的指标用数值表示 出来
,

写

成判断矩阵的形式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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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判断矩阵
层次

项目

一 一 ⋯ ⋯ 一

认尹, , 二 ,

⋯
口

一

注
, , 为各列因素

‘,一可
一

,

为判断矩阵的元素

即因素的自身对 比

一六矩 阵左下三角元素为右上三角元素之

倒数

将判断矩阵用近似解法计算出最大特征
,

其对应的特征向量
,

即为该层中的各项权根重

用近似解法求权重 。

, 一 粼
‘、 · 。‘ ⋯ ‘ 、

⋯
,

。一 李立
名 矛

为因素项 目数

时
,

则该层权重判断无逻辑

性错误
。

将具有满意的一致性的各层权重
,

利 用

概率乘法原理
,

从底层到最高层
,

将各项权重

连乘即得组合权重
,

其实际意义即是该项 指

标在总 目标评价时所处的地位 权重
。

指标的选择方法

实际工作中
,

可 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选择评

价指标

专业筛选 从专业角度出发
,

按照对评价

指标的要求从有代表性
、

确定性
、

独立性和灵

敏度等四方面进行筛选
。

专业筛选是最基本

的
、

最重要的
,

在基层工作中是切实可行的
。

数学模型筛选 可以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

逐步回归
、

主成分分析
、

因子分析
、

聚类分析
,

以及信息论等数学模型进行筛选
。

软科学方法筛选 可采用专家集体评价

法中特尔菲法等软技术来确定
。

根据调查专

家们对各项指标重要性评价情况和各类指标

在总 目标体系中的 比重评价情况
,

并且考虑

到食品卫生工作的不同侧面
,

选 出一定数量

的评价指标和权重形成评价指标体系
,

此方

法 目前文献上 已有多篇报导
。

为检查所求 出的权重是否合乎逻辑
,

有

无逻辑上的混乱
,

需进行一致性检验
,

计算一

致性指数
。

久 一用

一

式中 入 为所求 阵的最大特征根近似

值
,

与之对应的特征向量 , ⋯

石
、

人

一 风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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