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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比较食品合格率

吴 伟 江苏省启东市卫 生防疫站

食品合格率是反映某时
、

某地食品卫生

状况的统计指标
,

考虑到影响食品合格率的
诸因素

,

〔 〕应用模糊综合评判隶属度的

假设检验对食品合格率进行综合评价
,

较为

合理地比较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的食品合格

率
。

模糊综合评判常用于评判食品质量
,

评

价医院管理水平
,

本文用于评价食品合格率

是一种尝试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选择启东市 年一 年食品卫生

监测资料
。

方法

设因素集合与评价集合 由于食

品的种类
、

样本含量和检测指标项次均影响

食品合格率
,

故设因素集合 食品合格

率
,

单位样品含量 件 个
,

食品类率
,

检测指标项次率
,

凡
,

梅礼
。

单位样

根据七年内各指标的上
、

下限
,

制定出各因

素等级标准的理想值
。

计算模糊评判集 对照 丫 的
一 级判断矩阵标度

,

〔 〕对因素一对

比打分
,

用方根法计算结果
,

赋予各因素权
重

。

建立单因素评价矩阵
,

〔 〕采用

比较
“

细腻
”

的广义模糊算子模型 〔 〕

· ,

④ 二

得评判结果
。

门

荃
, 。

·

「。
,

将 与 合成

隶属度的假设检验 用 分析

法算 两值
、

百值的标准误及 可信限于,

结果

模糊综合评判

待评资料 以年为单位分别统计

食品合格率
、

单位样品量
、

食品类率及检测

指标项次率
,

结果见表
。

品含量
各类食品采样量

各类食品生产加工单位数

,

它反映

对每个食品生产加工单位的抽样量 食品类
年 度

实采食品的种类

应采食品的种类

,

按卫生部食

品监测报表上制定的十六类食品
,

结合地方

食品所有种类规定应采食品的种类数 检测

指标项次率
实检指标项次

应检指标项次

,

应该检

启东市 年

食品合格率及诸影响因素

食品合 单位样品 食品类 检测指标

格率 量 件 个 率 项次率

的

测的指标项次是对照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

结

合监督机构的检测能力所定的
。

评价集合 很高
、

高
、

中
、

低

即
, , ·

毋
。

制定 因素集合的评价等级标准

评价等级标准与权重分配 各因

素评价等级的理想值见表
。

各因素权重系

数集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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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因素评价等级的理值

︹曰践一飞一炭一卜一

。。

卜, ’

刀

求得模糊评判集

郎 二
, , ,

斜 二
, ,

, ,

, 肠
二

·
, ,

,

田 二
·

,
· , ,

, , ,

引八

凡凡么

列出矩阵 各年度单因素评价矩

阵分别为

中
‘

蒸
,

⋯
引 ⋯疑龚习
雌 狱然

。

⋯
引

‘

’招
’

洛 薪
,

⋯⋯
嵘

卜

撰
篡

‘

。 二
· , , , ,

取

最大隶属度为最后判定结果
,

食品合格率很

高为 年
。

高为 年和 年
,

中

为 年和 年
,

低为 年和

年
,

结合很高这一等级将合格率从
“

高
”

到
“

低
”

排 序 为
、 、

以
、

、 、 、

年
。

隶属度的假设检验

频数集 将各年度食品监测件

数 〔 〕分别乘以模糊评判集得模糊评判

频数集 乙
。

三
, ,

三以
, ,

乙
, , ,

子 防
,

已
,

乙田
, , ,

乙 二
, , ,

乙朋
, , , 。

标准组 值 选监测件数最多的

年为标准组
,

计算 值得

低 一

日中 。

高

很高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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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值
、

标准误 及 可信限

根据 百值大小 〔表 将各年度合格率由
“

高
”

向
“

氏
”

排 序
,

依次 为
、

、 、 、 、 、

,

以 百值 可信区间是否相互交迭判

断差别有无显著性
、

年显著高于其它

各年
。 、

年显著低于其它各年
,

一 年四年间合格率有波动
,

但无

显著差异
。

表 年 丙值的

标准误及 可信限

年 度

刀

百 丙

印

一

一

刀

讨论

本文的评价因素单位样品量
、

食品类率

及检测指标项次率
,

与某时或某地的实际情

况结合
,

可较客观地反映状况
,

而不是盲目

规定食品采样量
、

食品采样种类和检测指标

项次
。

假设 甲地食品生产单位 家
,

乙

地食品生产单位 家
,

那么不能以同一采

样量要求两地
,

却能以同一单位样品量要求

两地
,

增加了现实性和可比性
。

隶属度的假设检验结果显示
,

食品合格

率为 的 年和合格率为

的 年显著地低于其它各年
,

亦低于合

格率为 的 年和合格率为

的 年
,

由此悟出食品合格率作为比

较不同时间
、

不同地区食品卫生状况的统计

指标之一
,

必须考虑多因素综合评判
,

不然

会带来判断上的偏差
,

失去考评的意义和公

正
,

特别在食品合格率相差无几
,

难分高低

的情况下
,

利用模糊综合评判隶属度的显著

性检验
,

能得到一个合理而明确的结论
。

原始食品合格率
、

模糊综合评判结果和

隶属度假设检验结果三者的顺位比较
,

由表

可见随着统计处理的深度增加
, 、

、

年的位次逐渐提前
, 、

年的位次逐渐退后
、

两种统计处理所得

的结果大同小异
,

位次提前则均提前
,

位次

退后则均退后
,

无相反效应则为同
,

位次变

化的程度不同则为异
。

比较两种统计方法
,

模糊综合评判仅考虑最高隶属度对应的等

级
,

所以评判结果略为片面
,

而 分析将

各等级综合后得 值
,

并可检验显著性
,

故

判断结果较为合理
。

笔者认为隶属度的显著

性检验是模糊分析法的继续和深人
,

两者结

合用于评判食品合格率方法可行
、

结果合

理
。

表 两种评判结果

对七年食品合格率顺位的影响

位 次
年度 气 , , 二 , 一气二 , 二 ,

’

一 未处理 模糊综合评判 日比分析

用统计学方法进行食品卫生工作科学管

理
,

已经得到预防医学工作者的重视
。

本文

述及的方法不仅可用于评价食品合格率
,

而

且可用于评价食品卫生工作
,

食品卫生状

况
,

食品卫生管理水平等
。

在食品卫生事业

迅速发展的今天
,

把握卫生统计这一工具
,

推动食品卫生工作走向科学管理的轨道已势

在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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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肉毒中毒调查分析

王 岩 宋立江 侯正宗 河北省卫 生防疫站 的

年 月和 年 月 河北省衡水地区发生

两起因食用 自制发酵豆制品引起的食物中毒
,

共 人进

食 人中毒
,

, 人死亡
。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流行病学调查

病例之一 年 月 日
,

冀县徐庄乡支

村刘某将 公斤黄豆煮熟
,

放进小缸内密封发酵 天后

加人两倍量的白萝 卜条
,

日刘某一家 人于午餐开始

食用
,

之后每餐做咸菜食用 月 日下午有一人发

病
,

日有 人发病
。

据调查 由于豆豉味道难闻
,

该家

每人进食豆豉次数和食用量差异较大
,

多者食用 次
,

约

加 克 少者 次只吃了几口

病例之二 年 月 日
,

枣强县张米乡李

福庄村农民张某
,

将 公斤豆腐用锅蒸后 切成小块

放进搪瓷盆内 密封发酵 天
,

之后加人花椒
、

大料盐水

继续发酵
。

月 日张某一家 人于早餐开始食用
,

月

日发现首例病人
,

以后其他人陆续发病
、

月 日出

现最后 例患者
。

据调查
,

家之中
,

共 人食用
,

人中毒
,

且病人所食其他食品
,

如 米
、

面
、

食用油等均

为 日常食品
,

无任何不 良反应
。

临床表现
,

发病情况 两起中毒均有食用自制发酵豆制品

史
,

且中毒症状相同
,

共 人进食
,

人发病
,

人死

亡 发病率 病死率 潜伏期短者 天
,

长者

天
,

平均 天
。

临床表现 患者年龄最大者 岁
,

最小者

岁
。

男 例
,

女 例
,

其中孕妇 名
,

哺乳期妇女 名
。

患者开始均表现为全身疲倦无力
、

头晕
、

头痛
、

恶心
,

进

而出现视力模糊
、

复视
、

眼睑下垂
、

声音嘶哑
、

语言困难

或失音
、

吞咽困难
、

饮水发呛
、

呼吸困难等
。

例患者死

于呼吸麻痹

治疗 除对症治疗外
,

重症患者每日肌肉注射

型肉毒抗毒素血清 一 万单位 轻症患者每 日注射 一

万单位

实验室检验

采两起中毒患者食剩余的自制发酵豆制品按国家标准

检验方法检出 型肉毒毒素
。

讨论

在冀县中毒的病人中
,

有一名怀孕 个月的孕妇

发生重症中毒
,

在其以后的孕期
,

产程及婴儿
,

均未发现

异常
。

对肉毒中毒孕妇预后正常分娩
,

国内外曾有报道
,

认为肉毒毒紊不能通过胎盘
,

尤其是 型肉毒毒素的分

子量较大
。

〔帅

对于肉毒毒素能否通过母乳分泌
,

国内外未见报

道
。

在枣强县有 名哺乳期妇女发生重症中毒
,

其孩子

个半月
,

在中毒以前婴儿及其母亲均无病史
,

婴儿每日吃

母乳 一 次
。

在中毒前期
,

由于患者出现视力模糊
、

复视等症状被误诊为眼部疾患
,

曾服用维生素 等进行

对症治疗
,

此时婴儿仍吃母乳每 日 一 次
,

到患者出现

吞咽困难住院治疗
,

因患者不能正常进食
,

母乳分泌减

少
,

不能满足婴儿的需要后 改用奶粉人工喂养一直到婴

儿断奶
。

患者在确诊后 用抗毒素血清治疗
,

一个月后康

复
。

半年后体检健康 婴儿发育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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