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保存期相对较长的食品 ,如不同形式包装的罐头

食品、瓶装饮用水等 ;品种要多样 ,含盐量不能太高 ,

主食副食、荤素搭配合理。这些可以军需品的形式

进行 ,方便循环又不至浪费。此次在震区 ,好多人在

连续几天食用方便面后 ,非常倒胃口 ,甚至见到方便

面就想呕吐。很多居民及救灾人员的饮食结构的改

变导致胃肠不适 ,餐饮的不便、营养的不合理甚至影

响到人们的精神状态 ,造成抵抗力下降 ,影响到整个

抗震救灾的进度。

312 　救灾食物的调运 　此次救灾是一方有难 ,八方

支援 ,救灾食物也是来自全国各地。对提供这些食

物的行为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不管量多量少都体现

了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对灾区人民的情谊。但是从

科学发展观的角度 ,从节约能源的角度看 ,千里迢迢

将瓶装矿泉水、大米、罐头等远距离运输有的甚至是

空运 ,没有必要。这些物质不是紧缺物品 ,完全可能

通过从灾区临近的地区定向支援 ,从而将运输能力

让给更迫切、非通过外地解决不了的物质使用。在

初期尽量调运可常温保存的食品 ,不提供须冷冻、冷

藏的食品及原料。另外由于运输车辆 ,特别是汽车

多是临时征用和志愿提供的 ,有的并不适合运送食

品 ,如有的车辆以前是运送化工产品的、有的是装运

建筑材料的或矿山用的 ,这类车辆运送食品前多没

有冲洗 ,甚至没有基本的防雨设施 ,运输食品会留下

许多卫生安全隐患。有些食品长途跋涉运到灾区后

就已经失去了食用价值 ,如发芽、腐烂、变质等 ,十分

可惜。

313 　救灾食物的分发 　救灾食品到达灾区后 ,如何

合理地保存与分发也是个要重视的问题。分发场所

首先要选择在交通便利、位置处于行政区域的中心

的地方 ,还要注意场地要平整 ,远离垃圾堆场等污染

源 ,及时搭建防雨帐篷 ,地面加垫 ,食品要分类存放、

码齐。经清点登记后即可根据具体情况如来货的

量、品质、保质期、新鲜程度等及时进行分发。既要

防止因分发不及时 ,食品积压形成的损失 ,也要防止

居民因一次分的量太多对食物不够珍惜、食用时间

过长、保管不善造成的浪费及分发点后期出现断档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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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灾后过渡期主要食品卫生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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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汶川地震灾后过渡期的主要食品卫生问题 ,如灾民安置点集中供餐的卫生问题、无证流动摊贩、学校

和工地的集体食堂及食物中毒隐患等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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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各部门迅速采取应急

防疫措施 ,截止目前未出现重大食物中毒事故和食

源性传染病的爆发流行 ,说明前期的应急食品安全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08 年 6 月 4 日国务院第

11 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

例》,于 6 月 8 日公布施行 ,全面布置了各项灾后重

建工作 ,进一步明确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1 ] 。

这表明目前的抗震救灾工作已进入由应急时期向灾

后重建阶段的过渡时期 ,而加强食品卫生工作是实

现“大灾之后无大疫”这一目标的重要工作措施之

一 ,尤其是当前灾区已全面进入盛夏高温多雨季节 ,

食品安全的风险加大 ,卫生监督工作和疾病预防控

制工作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因此应及时发现存在

的问题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对策。

本文的作者们先后参加了卫生部“5112”抗震救灾工

作 ,通过与多方交流和沟通、参加食品卫生监督会

议、现场调研和督导等形式比较全面地了解目前灾

区存在的主要食品问题 ,在此就一些相应的建议和

对策提出一些浅知拙见 ,供大家参考。

1 　灾后过渡安置期主要食品卫生问题

灾民安置点集中供餐存在安全隐患 　灾民安置

点集中供餐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现场加工 ;二是由

餐饮加工单位或集体食堂利用原有加工场所加工后

送至安置点。后者 (灾民安置点送餐)的主要食品卫

生问题是缺乏具有保温和防尘作用的送餐设备 ,易

造成食品变质和污染。前者 (现场加工)存在比较严

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主要包括 :加工场所非常简陋 ,

有的几乎是露天操作 ;周边环境卫生状况较差 ,有的

紧靠开放式厕所、垃圾堆等污染源 ,苍蝇等有害昆虫

较多 ;缺乏卫生加工用水 ,有的采用未经任何消毒处

理的浅层地下水和地面水加工食品 ;普遍缺乏冷藏

设施 ,需要冷藏的动物性食品以及剩余半成品或熟

食无法保藏 ;缺乏原料贮存条件 ,有的加工场所将面

粉、大米、调味料、包装食品等直接堆放在室外地面 ;

没有足够数量的食品加工工具与容器 ,有的就在地

面支个木板就切菜操作 ;缺乏贮水桶 ,干净的饮用水

会受到污染 ;许多地方没有防尘防蝇罩 ;缺乏剩余食

品、垃圾、污水存放设施 ,既影响食品安全 ,也影响居

住场所的环境 ;许多加工人员是未受过餐饮卫生知

识培训的灾民或志愿者 ,流动频繁 ,健康状况不明 ,

有可能因人员操作不当和个人卫生问题而引起食物

中毒。

随着“生产自救”的开展 ,许多地区的食品经营

活动逐渐活跃 ,出现了大量无证流动摊贩出售熟食 ,

甚至制作和销售冷荤凉菜 ,肠道传染病的风险增大。

许多地区已有生猪屠宰和销售 ,而定点屠宰与

检疫尚未完全恢复。

随着学生的复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迅速开展 ,

学校和建筑工地食堂开始营业 ,其中许多食堂的卫

生条件不佳 ,成为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和食物中毒的

重要隐患。

随着由应急状态向常态的转变 ,灾区群众的集

体聚餐和家宴日渐增多 ,由于天气日渐炎热 ,且目前

大多数农村家庭不具备开办餐饮业的条件 ,因此有

可能发生群体性食物中毒。

其他原因导致的食物中毒 ,如毒蘑菇中毒、亚硝

酸盐中毒和消杀药中毒等。毒蘑菇中毒主要见于四

川山区 ,以家庭散发为主 ,但灾后多家相邻而居 ,有

可能因一家捡菌 ,多家分食而导致较大人群中毒 ;由

于四川人喜欢吃卤菜 ,而亚硝酸盐是卤菜制作工程

中常用的食品添加剂 ,有可能因误将亚硝酸盐作为

食盐使用而导致亚硝酸盐中毒 ;由于环境消杀的需

要 ,灾民手中有许多消杀药品 ,其中一些是用饮料瓶

分装 ,有可能被农户误服导致食物中毒。

2 　灾后过渡安置期主要食品卫生对策

211 　加强组织领导和财政保障 ,改善灾民安置点集

中供餐、学校和建筑工地食堂的卫生条件 　建议在

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领导和财政支持下 ,由政府出

面尽快解决安置点集中供餐的现场加工条件 ,全面

落实“食品卫生五设施”(防蝇防尘防鼠设施、冷藏设

备、消毒设施、原料存放点和设施、上下水设施) ,并

参考四川省卫生厅 70 号文件的附件 3《灾民临时集

中安置点应急供餐卫生要求》[2 ] 尽快落实。在活动

板房安置点的建设设计、规划中要有卫生人员指导

标准厨房的落实。

212 　加强卫生监督 ,重点是灾民安置点集中供餐、

学校和建筑工地的食堂及大型群宴餐饮单位 　在进

行监督时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策略 ,将现行

规定和临时性措施并用 (比如临时许可证的发放) 。

要充分考虑灾民“生产自救”的要求和心情 ,重点以

指导和帮助为主 ,对于餐饮企业自己难以做到的事

情 (如饮用水和建筑条件等) ,要起到“参谋”的作用 ,

建议政府帮助解决。在进行监督的过程中 (如食物

中毒的现场调查) ,卫生监督部门和卫生技术部门

(疾控中心)要协调配合 ,保证工作的完整性。对流

动摊贩要采取规范引导等比较温和的方法 ,重在指

导帮助 ,慎用法权 ,当然对于完全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要依法取缔。此外 ,要加强对安置点集中供餐加工

点和学校及工地食堂的看守 ,防止因投毒而引起的

人为食物中毒。因此 ,在重点场所如灾民安置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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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供餐、学校和建筑工地的食堂要有专人定点监督

和看护。

213 　加强对灾民的食品卫生知识宣传 　要采用多

种简单易行的方式 ,对餐饮加工人员 (尤其是志愿者

等流动性较大的人员) 进行食品安全知识的快速培

训。同时 ,还要广泛进行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 ,特别

是那些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居住的灾区群众。在现场

工作中发现 ,许多灾民确实都看过或收到宣传画或

宣传单等宣传材料 ,但都当成废纸随手处理了 ,而且

调查还发现 ,对灾民进行面对面的宣传最有效 ,当然

这需要很大的人力 ,而且宣传内容要简明易懂 ,不能

占用他们太多的时间 (实践表明长时间培训的效果

不佳) 。对自炊的群众要入户进行指导 ,建议他们在

此期间不要进行集体聚餐和家宴 ,以预防食物中毒。

214 　加强餐饮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 ,建立餐饮从业

人员登记制度 ,保证餐饮从业人员相对固定和健康

　尽可能对餐饮从业人员进行体检。当然 ,在灾区

健康体检较为困难的情况下 ,应要求餐饮业掌握并

开展各种肠道传染病的症状和体征检查 ,并对检查

结果进行记录 ,禁止有上述症状的人进行餐饮操作。

各餐饮单位要尽可能控制从业人员的流动性 ,使其

相对固定。严禁无关人员随意进入食品加工场地。

215 　定期对食品卫生状况进行评估以采取有效措

施预防重大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 　除了常规

的评估内容如饮用水和食品的供应来源、加工场所

及加工设施状况、供餐方式、餐具的清洗消毒条件、

卫生监督力量等以外 ,还要因地、因时、因人调整评

估内容 ,对临时安置、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不同阶段

的食品安全形势进行科学评估 ,制定适合本地区的

重大食物中毒应急处理预案 ,加强预警监测 ,建立应

急工作机制。比如针对四川德阳和绵阳山区比较常

见的毒蘑菇中毒 ,要建议当地灾民不捡拾任何野生

菌 ;再如四川人爱吃卤菜 ,要预防亚硝酸盐中毒 ;而

针对日益增多的生猪屠宰和销售 ,要建议相关部门

加强对畜禽屠宰、经营的监管 ,必须保证畜禽经检疫

合格 ,不得出售腐败变质畜禽肉 ,并尽快摸清灾区定

点屠宰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严格防止私自宰杀。

216 　尽快恢复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 　实验室检

验在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诊断过程中是必不可

少的 ,目前 ,许多当地疾控中心的检验科由于地震的

破坏而无法承担检验工作 ,而各种快速检测设备往

往无法完全满足实际工作需要 ,因此 ,要尽快恢复食

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 ,一旦发生重大食物中毒和食

源性疾病 ,就能在第一时间提供技术支持。

217 　根据当地情况 ,有针对性地集中开展食品安全

专项督导和检查 　重点检查安置点集中供餐、学校

和建筑工地的食堂、大型群宴餐饮单位、街头熟食品

流动摊贩和集贸市场。规范和引导餐饮经营单位改

善卫生条件和设施 ,进一步规范街头凉菜和卤菜摊

点的食品卫生 ,加强对集贸市场的监督检查 ,严厉打

击使用有毒有害、来源不明的原料加工制作食品的

违法行为。

218 　在有条件的安置点推广“京安小区”的做法 　

集中供餐毕竟只是权宜之计 ,灾民最终要回归正常

的家庭生活 ,绵阳市安县的京安小区就在比较妥善

地解决这一问题 ,小区内防疫、医疗、供水、村民厨

房、厕所、洗浴间和垃圾处理等设施一应俱全 ,建立

了包括医疗服务、传染病监测、免疫接种、饮用水和

生活用水监测、食品卫生监督、环境卫生清理、消毒

杀虫和健康教育等制度 ,灾民以家庭为单位 ,实行分

餐制。卫生部部长陈竺实地考查后对京安小区卫生

防病综合示范点给予了高度评价 ,指出“安县京安小

区综合卫生防病示范点是一个很优秀的典型 ,值得

在四川地震灾区示范和大力推广 ,京安小区的建设

不仅仅是硬件的建设 ,更重要的是软件 —制度和人

员的建设 ,将防病工作实实在在地落到了实处”。因

此 ,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借鉴京安小区的做法 ,因地制

宜 ,建立相应的安置点 ,让灾民实行分餐制 ,回归相

对正常的家庭生活 ,这样既减轻了国家负担 ,也有利

于灾民的身心健康。

总之 ,在当地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

和安排下 ,在进一步摸清各受灾县市食品卫生安全

本底情况的基础上 ,继续查找薄弱环节 ,明确工作目

标和重点 ,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突出重点 ,落

实责任 ,科学实施 ,完全有可能预防重大食物中毒和

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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