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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为推进食品安全战略实施，加强农业、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食品安全风险数据融合应用，解

决数据与接口标准不统一、数据上报与共享难，以及信息碎片化、业务条块化、工作分割化等问题。方法　通过数

据编码技术，研究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标准化体系，主要包括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基本数据集、数据字

典、数据交换技术规范等。结果　推动农业、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食品风险基础数据跨领域一致、可信采集

和互联互通。结论　实现以食品安全大数据为基础的综合分析和决策支持目标，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战略实施，落

实健康中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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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ation of basic food safety risk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REN Pengcheng， SU Chen， WANG Ya’nan， CEN Ceng， SU Liang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od safety strategy an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ood safety risk data in agriculture， market regulation， health， and other department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consistent data and interface standards， difficulties in data reporting and sharing， as well as information 
fragmentation， business fragmentation， and work segmentation among others. Methods　Using data encoding techniques， 
a standardized system for basic information collection of food safety risk was established， which contains the basic data sets 
for food safety risk information， data dictionarie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data exchange， among others. Results　
The proposed system will promote consistent， trusted collection and connectivity of food safety risk basic data across 
domains from agriculture， market regulation， health， and other departments. Conclusion　 The proposed system could 
help i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based on food safety big data，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od safety strategy， and implement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Key words：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 system； Healthy China Strategy

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标准化体系是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通过信息系统（平台）采集食品安

全风险基础信息的元数据编码、数据集编码、业务

规范、数据接口、安全要求、管理要求等标准规范的

集合体［1］。针对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分散采集的

现状，通过建立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标准化

体系，统一规范食品安全监管各相关部门风险基础

信息的元数据规范、数据集分类、数据集编制、数据

字典、接口规范等，推动食品安全风险数据跨部门、

跨领域、跨层级可信互认，数据融通共享和业务协

同，实现以食品安全大数据为基础的综合分析和决

策支持目标［2］，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战略实施，落实健

康中国战略。

1　现状和问题

目前，按照现有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架构组成［3］，

食品安全风险基础数据采集主要集中在农业、市场

监管、卫生健康和海关等部门。农业部门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采集土壤、环境、初级农产品

等质量数据；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市场产品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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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抽检，采集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数据；卫

生健康部门牵头负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识别监测，

采集污染物及有害因素、食源性疾病病例和暴发事

件等风险数据；海关部门负责进出口食品安全，采

集进出口检验检疫数据。

各监管部门掌握的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相

对分散孤立，难以实现共享协同，主要表现在：一是

农业风险信息（自然环境、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风险信息（物理性、化学

性、生物性）及风险监测信息（化学污染物、微生物、

食源性疾病）由不同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平台）采

集，数据多源异构，互不兼容；二是各监管部门因监

测重点并不相同，采集信息并不一致，即使同类信

息也因为食品分类不统一等原因造成数据无法关

联匹配、互通融合和共享，不利于开展系统性综合

分析进行决策支持。

2　标准体系构建

2. 1　建设目标

针对食品安全风险基础数据编码缺失和不一

致的现状，解决不同数据来源食品名称、有害物名

称不能直接、快速进行映射带来的难以比对和关联

的问题，研究构建统一的基础数据集和数据字典标

准［4］，实现风险基础数据采集报告的标准化，采用接

口标准化技术，实现风险基础数据的跨领域一致、

可信采集与共享联通，研究覆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基础信息的采集规范［5］，形成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

的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标准化体系。

2. 2　建设原则

实用性。能够满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需要，推

动不同部门食品安全风险基础数据有效融合应用。

先进性。标准充分考虑食品安全监管业务发

展趋势［6］，综合考虑与各监管部门已存在的食品安

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相关标准的一致性和兼容性，

以保证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标准化体系与

各监管部门食品安全信息采集标准逐步接轨，推动

食 品 安 全 风 险 基 础 信 息 跨 部 门 、跨 层 级 融 合

共享［7］。

兼容性。作为规范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

集的准则，在制定信息采集标准化体系的过程中必

须依托国家相关信息标准和规范，在满足食品安全

特性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采用已有的国家信息标准

和规范，以提高兼容性。

可扩展性。在编制标准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目

前普遍使用的传统习惯和技术水平，也要对未来的

发展有所预见，使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标准

化体系能够适应发展。

2. 3　建设思路

针对我国农业环境、监督抽检、风险监测等食

品安全风险基础数据编码缺失和不一致的现状，引

入数据编码技术，编制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的元

数据标准和数据集标准，构建各领域数据智能化采

集、抽取、转换、清洗、装载过程的标准化体系，实现

相关食品安全信息采集标准化，采用接口标准化技

术，构建接口技术规范，实现风险基础数据的跨领

域一致、可信采集与共享联通，研究制定覆盖农业

环境 -监督抽检 -风险监测等风险基础信息采集规

范，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食品风险基础数

据编码，实现数据标准制定、领域数据治理、资源池

存储统一化、数据智能分析和共享交换。

图 1　研究技术路线图

Figure 1　Research technology 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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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农业环境-监督抽检-风险监测”风险基础

信息的采集与分类研究

针对食品安全环境中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监督抽检中物理性、化学性、微生物性，食源性

疾病病例和暴发事件监测等风险基础信息，通过人

工获取或机器自动学习方式生成提取规则，采集并

分类整理。

2. 3. 2　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的数据标准化研究

由于食品安全相关部门的有害物名称、食品分

类体系、限量指标、疾病名称等存在很大差异，难以

建立一一对应关系。以“农业环境 -监督抽检 -风险

监测”链为主线，开展不同来源数据的关联和标准化

研究工作，首先要梳理原有信息系统中的字段信息，

编制可对应的食品名称、食品分类、有害因素等数据

字典，以消除不同部门的风险信息因分类体系、涵盖

范围等差异所导致的数据难以比对的问题。

通过构建元数据规范、数据集分类、数据集编

制，建立数据集标准，对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进

行关联，建立科学的指标比对体系，实现对食品安

全风险基础信息的精准提取、关联和分析。然后建

立标准的食品分类树，构建食品安全相关风险数据

编解码库。

2. 3. 3　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接口标准化研究

基于“农业环境-监督抽检-风险监测”风险基础

信息采集规范，研究当前已有的通用性好、覆盖能

力强的各类接口规范，采用企业服务总线、统一身

份认证等接口标准化技术，开展云服务平台数据采

集接口规范的研究，构建匹配各部委涉及的食品安

全风险数据来源、结构及内容特点的数据采集接口

规范。

2. 3. 4　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数据采集规范研究

针对农业环境领域，建立气象和环境监测数据

采集规范；针对监督抽检领域，建立监督抽检数据

采集规范；针对风险监测领域，建立化学污染物、微

生物、食源性疾病病例和暴发监测数据采集规范，

构成“农业环境-监督抽检-风险监测”全链条的大数

据采集标准化体系。

2. 4　标准体系架构

2. 4. 1　基本数据集标准

基本数据集标准用于规范食品安全监管信息

系统（平台）基础数据环境，包括规范类标准和数据

元、信息分类代码标准。规范类标准包括规定食品

安全风险基础信息的名称、定义、描述方法等要求

和原则的标准，目的是统一各环节信息表达的一致

性。数据元、信息分类代码标准则是依据规范性标

准，按照主要环节（环境土壤重金属、有机污染物信

息、抽检问题食品信息、食源性疾病病因食品信息、

致病微生物监测信息、暴发事件可疑病因食品信

息［8］）等编制所需的数据元和信息分类代码标准。

2. 4. 2　业务规范标准

业务规范标准是规范食品安全监管业务内容

和信息逻辑，以及监管各业务间关系描述的标准，

包括业务模型标准、业务接口标准和业务实体标识

标准。业务模型标准主要采用规范的数据元和信

息分类代码组合来表达业务的内容和逻辑过程，包

括环境土壤重金属监测数据元、有机污染物监测数

据元、抽检问题食品数据元、抽检监测数据元、食源

性疾病病例监测数据元、暴露信息采集数据元、样

本采集数据元、食源性疾病事件监测数据元、生物

标本采集数据元、环境标本采集数据元、样本检测

详细信息采集数据元、发病信息表采集数据元、食

品分类字典、污染物及危害因素字典、食源性疾病

症状字典等［9］。业务接口标准主要用规范的数据元

和信息分类代码组合来表达业务间关系。业务实

体标识标准包括规范各业务中所涉及对象的区分

和标识的标准，包括食品分类。

2. 4. 3　信息采集规范

信息采集规范标准包括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

息系统建设过程中所运用的网络技术标准、采集规

范标准、信息安全规范等。网络技术标准指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信息系统运行过程中进行网络通信时

采用的标准，主要包括有线网络、无线网络、卫星通

信等内容。采集规范标准包括规范农业环境监测、

监督抽检监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化系统采集

数据过程和管理的标准（土壤重金属监测指标、有

机污染物监测指标、抽检监测指标、化学污染物监

测指标、微生物监测指标、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指

标、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监测指标）。信息安全规

范标准包括为保证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和

数据交换安全运行应采用的标准，主要有总体安全

管理、系统建设安全、网络和数据安全、授权与访问

控制、密码应用安全、系统灾备等标准规范内容。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风

险基础信息采集领域的深入应用，该体系中还应根

据需要增加相关的标准内容。

3　应用示范

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标准化体系为“农

业 -市场监管 -卫生健康”部门间的食品安全数据共

享和业务协同提供了基础条件。在国家级层面，通

过标准体系建设，形成“农业环境-监督抽检-风险监

测”互为映射和关联基本数据集，按照市场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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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食品安全业务形成统一的数据字典，依托国家电

子政务外网和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立市场监管总

局与农业农村部和卫生健康委数据交换接口，将农

业和卫生健康部门数据标准化后提供给市场监管

部门开展数据综合分析和利用，并将相关食品安全

监管结果通报农业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时，在

省级层面，可选取信息化基础较好省份先行开展试

点，每个省选择 2~3 个地市开展，根据应用成效逐

步扩展到其他地市。

4　结语

在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标准化体系建

设和实施过程中，建议：一是按照《标准化法》，各监

管部门坚持“统筹规划、急用先行、规范有序、协同

高效”原则，逐步形成统一权威，融合协同，管理规

范，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

采集标准化体系；二是加强推广应用，全面推进食

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标准化体系实施应用，建

立农业环境监测系统、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食源性

疾病监测与市场监管食品安全平台可信互认数据

接口等；三是加强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以汇聚食

品安全大数据为基础的开展综合分析和决策支持，

并将结果信息与其他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共享。通

过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标准化体系的建设，

形成食品安全多部门的数据共享和融合应用，提升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化水平，推进我国食品安全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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