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5卷�第3期·国际全科医学

160

学生食品安全及预防食物中毒对策分析

胡博宇
天津市河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天津 300000

摘� 要：本文深入分析了学生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及现状，指出食品安全问题对学生健康的潜在威胁。详细探讨了

细菌性和化学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主要类型与原因，并提出一系列预防对策，包括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完善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市场监管与执法力度、提高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水平等。通过这些措施，旨在为学生营造一个安

全、健康的饮食环境，保障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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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学生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直接关系到广

大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与成长发展。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发

育和知识学习的重要阶段，营养均衡、安全可靠的食

品是他们茁壮成长的基石。一旦食品安全出现问题，轻

则可能导致学生身体不适、影响学习状态，重则可能引

发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等严重事件，给学生身心健康造

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在校园里，学生食品安全问题常常

涉及多个方面，如学校食堂的卫生状况、食材的来源与

质量、加工过程的规范性等。任何环节的疏漏都可能成

为安全隐患，对学生的健康构成威胁。保障学生食品安

全是学校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责

任。加强学生食品安全工作，不仅需要学校建立完善的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食品采购、储存、加工、销

售等环节的监管，还需要家长、学生、政府部门及社会

各界共同努力，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共同参与食品安全

监督[1]。只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良好氛

围，才能确保学生食品安全无虞，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2 学生食品安全现状分析

2.1  食品安全意识
当前，学生群体的食品安全意识呈现出一定的复杂

性和差异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学生获取食品安全

知识的渠道日益增多，不少学生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

等途径对食品安全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这种了解往

往不够深入和系统，部分学生对食品安全的认识仍停留

在表面，缺乏必要的鉴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加之部

分学生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容易在日常生活中

忽视食品安全问题，如随意购买路边摊食品、不关注食

品保质期等，从而增加食品安全风险。

2.2  食品市场现状
学校周边的食品市场是学生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所，

但其现状却令人担忧。一方面，市场内存在大量的小摊

贩、无证经营等现象，这些经营者往往缺乏必要的食品

安全知识和设施，食品来源不明，加工环境脏乱差，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市场内食品种类繁多，

但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商家为了降低成本，不惜使用劣

质原料或过期食品进行加工销售，严重威胁学生的身体

健康。此外，市场内的监管力度不足，也是导致食品安

全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2.3  学校食品安全管理
学校在保障学生食品安全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当前部分学校在食品安全管理上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方面，部分学校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

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监管机制，导致食品安全工作难

以有效落实。另一方面，学校食堂等食品经营场所的卫

生状况参差不齐，部分食堂存在加工流程不规范、食品

留样不齐全、餐具消毒不彻底等问题，增加食品安全风

险。学校在食品安全教育和宣传方面也亟待加强，需要

采取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学生的食品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2]。

3 学校食源性疾病的主要类型与原因

3.1  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作为学生群体中频繁发

生且影响广泛的健康问题，其严重性不容忽视。这种类

型的暴发事件不仅给学生的身体健康带来直接威胁，

还可能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和社会稳定。在深入探讨细

菌性暴发事件时，不得不关注那些常见的致病菌，它们

如同隐形杀手般潜伏在食物链中。沙门氏菌、副溶血性

弧菌、志贺氏菌、以及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等，这些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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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和繁殖速度，一旦找到适宜的环

境，如未经充分加热的食物内部、不当储存的食材表

面，便能迅速生产有毒物质。食用后，会迅速引发一系

列不良反应，从轻微的腹痛、腹泻、呕吐症状到严重的

电解质紊乱、菌血症、休克等危及生命的状况。究其根

源，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往往与食品处理

过程中的疏忽紧密相连。许多学生和食堂工作人员可能

出于时间紧迫或缺乏安全意识，未能将食材做熟，从而

留下了安全隐患；食品储存条件的不当也是重要因素之

一。过高的储存温度会加速细菌繁殖，而低温虽能抑制

细菌生长，但也可能导致某些细菌的滋生，例如单增李

斯特氏菌。生熟食品交叉污染也是常见原因，一旦处理

不当，便可能引起暴发事件。

3.2  化学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化学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为一种严重的食品安全

问题，其影响深远且危害不容忽视。当食品中残留有超

标的化学物质或加工过程中违规添加有毒有害的添加剂

时，这类食物一旦进入学生等敏感人群的膳食体系，便

可能引发严重的健康危机[3]。（1）农药和兽药残留是化
学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常见原因之一。在农业生产

中，为了控制病虫害和促进动物生长，农民和养殖户可

能会使用农药和兽药。若使用过量、使用不当或未按照

安全间隔期采摘农产品，就容易导致食品中残留这些化

学物质。短期大量摄入含有农药或兽药残留的食品，可

能引发急性中毒症状，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长期摄入

还可能对人体内脏器官，特别是肝脏和肾脏造成长期损

害，甚至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2）食品添加剂的滥
用也是化学性食源性疾病的重要诱因。食品添加剂本是

为了改善食品色泽、香味、口感或延长保质期按标准添

加，但一些不法商家为了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可能

会过量使用或非法添加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添加剂。如防

腐剂、色素、甜味剂等添加剂的过量使用，都可能对人

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包括影响人体正常代谢、损害肝

肾功能、引发过敏反应等。（3）食品包装材料中的有害
物质迁移也是化学性食源性疾病的一个潜在威胁。一些

包装材料在接触食品时可能会释放出有害物质，如塑化

剂、重金属等。通过与食品的接触而迁移到食品中，引

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3.3  其他类型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除了细菌性和化学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外，还存

在其他类型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如有毒动植物性和

真菌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常因误食有毒动植物或其加工制品而引发，如毒蘑

菇、河豚、发芽的马铃薯等。这些毒素往往具有高度的

毒性和致死性，一旦中毒后果严重。真菌性食源性疾病

暴发事件则是由食品中的真菌毒素引起的，如黄曲霉毒

素、赭曲霉毒素等，这些毒素可存在于发霉的粮食、坚

果等食物中，对人体肝脏等器官造成损害。预防这类食

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关键在于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避免

食用来源不明或已变质的食品。

4 预防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对策

4.1  加强食品安全教育
为了有效预防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发生，加

强食品安全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学校应将食品安

全纳入教育体系之中，开设专门的食品安全课程，通过

系统的教学让学生深入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基本常

识以及常见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类型与预防措施。及

各环节的注意事项，以及食品中毒的识别与应对方法，

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同时，学校还

应定期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讲座与宣传活动，邀请食品安

全专家、学者等来校讲解，通过生动有趣的案例、深入

浅出的解析，增强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这些活动可以

采用多种形式，如讲座、海报展等，以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提高参与度。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也

是预防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关键；学校应教育学生养

成饭前便后洗手、使用公筷公勺、不吃不洁食物等良好

习惯，减少因个人卫生不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风险。同时，鼓励学生合理选择食品，避免过多食用油

炸食品、高糖食品等不健康食品，注重营养均衡，增强

身体免疫力。

4.2  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为了构建更加稳固的防线以预防学校食源性疾病暴

发事件，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

要求学校必须从制度层面出发，全面细化并强化食品

安全的各个环节管理。制定并执行严格的食品采购、储

存、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卫生管理制度至关重要。在采

购环节，学校应明确食品供应商的选择标准，确保食品

来源安全可靠，避免采购过期、变质或来源不明的食

品。储存环节则需严格控制温度、湿度等条件，防止食

品腐败变质。加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食品加工操作规

程，确保食材彻底清洗、烹饪熟透，避免交叉污染[4]。

在销售环节，则需注重食品的分装、保温及售卖环境卫

生，确保食品在送达学生手中时依然保持安全状态。加

强对食品经营场所的卫生监管与检查也是预防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的重要举措；学校应定期对食堂、小卖部等

食品经营场所进行全面的卫生检查，包括环境卫生、设



2024� 第5卷�第3期·国际全科医学

162

施设备、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等方面，确保各项卫生要求

得到落实；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并追踪复查，

确保整改到位。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应急预案是应对突发

食品安全事件的重要保障；学校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制定切实可行的食品安全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响应流

程、人员分工、物资储备等内容。要定期组织应急演

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一旦发生食品安

全事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有效控制事态发展，

减少损害。

4.3  加强市场监管与执法力度
监管部门应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确保市场的

合法性与规范性。重点打击无证经营、假冒伪劣等违法

行为，对于不符合卫生标准、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摊

位或店铺，应坚决予以取缔或处罚；加强与学校的沟通

协作，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共同维护学校周边的食品市

场秩序。其次，对于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监管同样不

能放松。从源头上把控食品质量与安全，是预防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的根本所在。监管部门应加强对食品生产

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生产过程中的卫生条件、原料质

量、生产工艺等环节均符合相关规定。同时，加强对食

品流通环节的监管，确保食品在运输、储存、销售等环

节中的质量安全。通过建立完善的食品追溯体系，实现

对食品生产、流通过程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问题食

品，能够迅速追溯到源头，防止问题食品流向学校等敏

感区域。对于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监管部门

应依法严惩不贷，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强大的社会

舆论压力。这不仅能够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更能

够警示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

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法律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食品消

费环境。

4.4  提高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水平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先进的检测技术能够更快

速、准确地识别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和微生物污染，从而

在源头上阻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风险。为了提高食

品安全检测技术水平，学校和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大对检

测设备的投入，引进高效、灵敏的检测仪器和方法。例

如，利用生物传感技术、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等现代化手

段，可以实现对食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

细菌及毒素等多种危害因素的精准检测。这些技术不仅

提高了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还降低了人为误差的风

险。同时，加强食品安全检测人员的专业培训和技能提

升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检测人员需要掌握最新的检测

技术和标准，熟悉检测设备的操作和维护，确保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

活动，不断提升检测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为食

品安全保驾护航；学校和相关监管部门还应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检测体系，将检测工作贯穿于食品生产、加工、

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通过定期对食品进行检测和抽

样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潜在的食品安全隐患，确保学

生所食用的食品符合安全标准。

结束语

综上所述，保障学生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强

食品安全教育、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市场监管与执法、

提高检测技术水平等多方面的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学校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事件的发生，为学生的健康成长筑

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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