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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兴应急委发〔2017〕10号

北京市大兴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市大兴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委、办、局（公司）、中心，各街道办事

处：

经区应急委同意，现将《北京市大兴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2017年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北京市大兴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

2017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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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017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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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现状及风险分析

北京大兴区面积1052平方公里，下辖 14个镇、8个街道，人

口 169.4 万人。一直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

工作 ，全面贯彻食品药品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严格落实食品

药品安全党委领导责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按照“四

个最严”标准及“四有两责”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体制、健全

网络、强化监管、提升能力，全面构建“属地负责、部门履职、

全程联动、无缝衔接”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机制，有效保障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同时，大兴区地处京冀交界，交通便利，拥有多个进京路口

和众多物流企业、仓库，是首都控制食品安全输入型风险的重要

关口和屏障。区域内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数量多，高中低端业

态并存，中小企业落实食品药品安全主体责任需进一步加强，制

约了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的提高，给食品药品安全带来较大风

险。

“互联网＋”的普遍运用使实体市场和虚拟市场高度融合渗

透，第三方销售及服务平台、互联网经营、海外代购、微商等新

兴业态、新兴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形成与传统生产经营模式截然

不同的食品药品风险形态。

大兴区作为首都国际交往新门户，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食品药品安全作为重要民生问题，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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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和全社会都高度关注。大兴一旦发生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

件，特别是重特大突发事件，不仅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

失，而且将造成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甚至产生严重的

国际影响。

1.2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大力实施三个三战略，加快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

公共安全网，继承和巩固近年来处置突发事件和保障重大活动的

经验成果，从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区安全稳定的需要出发，健全完善统一领

导、综合协调、责任明确、齐抓共管、运行高效的食品药品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切实履行应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职责，

积极防范和妥善处置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1.3 编制目的和依据

为建立健全全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体制和运行机

制，强化应急准备，理清指挥体系和部门职责分工，细化应急响

应和工作程序，规范各类突发事件处置，有效预防、积极应对、

及时控制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及其风险，高效组织应急处置工

作，提高综合处理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依据《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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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实施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试行）》《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北京市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北京市大兴区突发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实际，制定本预案。

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

应急处置的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减少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造成

的社会影响、人员伤亡和健康损害。

（2）属地管理、专业处置。建立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指挥机构和统一指挥、综合协调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

体系，实行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属地管理、专业处置。区食药

局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负有属地管理责

任，各有关部门应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3）科学评估，依法处置。有效使用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

评估和预警等科学手段，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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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应对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依法开展应对处置工

作。

（4）居安思危，强化准备。坚持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落实

各项准备措施，加强科普宣教与应急演练，提高公众自我防范和

应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

（5）预防为主，全员防范。将风险管理工作融入日常监管工

作全过程，贯穿于监管各环节；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牢固树立

风险与应急意识，形成社会共治、全员参与的良好局面。

1.5 事件分级

按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扩散性、社会影响

和应急处置所需调动的资源力量，对经监测、评估认为造成公众

健康危害或对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产生影响的食

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由高到低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

般四个级别。分级标准见附件1。

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分级标准参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分级标

准执行。

1.6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食用农产品和食品（含食品添

加剂、保健食品，下同）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贮存、

运输、销售、餐饮服务等领域，以及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

下同）生产、经营、使用、包装等领域，发生危害或可能危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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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造成社会影响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

事件。

对于未达到一般级别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由区食品药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食药安办）会同区食药、农业、

质监等有关部门以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处理。

1.7 应急预案体系

本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分为区、镇（街道）、

企业三级管理。区级预案包括本预案、相关部门食品药品安全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各镇（街道）按规定制定本镇（街道）食品药

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制定食品

药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定期检查本企业各项食品药品安全防范

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消除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隐患。

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组织指挥机构及职责

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区食药安委）在市食药安

委、区应急委的领导下，负责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区食药安委主任（分管副区长）负责食品药 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

急指挥工作，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区食药安委办公室（以下简

称区食药安办）主任协助做好相关应急工作，协调重大问题，检

查各项工作落实情况，组织成员单位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的具体应对工作。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区食药安委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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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区食药安委指令参与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或根据本部

门职责具体负责某项工作的开展。

区食药安委应急工作的职责包括：

（1）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市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

法律法规。

（2）研究制定本区应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重大决策与

指导意见。

（3）负责依法组织本行政区域内一般和较大食品药品安全突

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重大和特别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的先期处置、协调处置和善后工作。

（4）分析和总结本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制定

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5）组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应急队伍建设管理以及相关应急

物资的储备保障等工作。

（6）承担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和区应急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2.2 办事机构及职责

区食药安办设在区食品药品监管局（以下简称区食药局），作

为区食药安委的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区食药局局长担任。

区食药安办具体承担区食药安委的日常工作，在应急管理工作方

面的具体职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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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责贯彻落实区食药安委的决定，组织、协调和配合有

关部门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2）接收、整理区食药安委各成员单位、各镇（街道）食品

药品安全委员会报送的信息并按照规定向北京市食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区应急办报告。

（3）负责督促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评估控制、隐

患排查整改工作。

（4）按照权限负责发布或解除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

（5）按照市食药安办或区政府授权，配合有关部门承担本区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

（6）组织拟订、修订本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指导、督促镇（街道）、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修订本镇（街道）、

本部门、本系统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7）依法组织开展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案件的查处和

责任倒查。

（8）组织开展本区应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宣传、培训

和应急演练等工作。

（9）监督检查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食品药品安全应急

管理工作的落实情况。

（10）组织有关单位对食品药品安全应急工作进行调查研究

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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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负责联系市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专家组、负责

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现场指挥部的组建等工作。

（12）承担区食药安委的其他应急管理日常工作。

2.3 成员单位及职责

（1）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

信息发布和新闻宣传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新闻媒体、互联网

的舆论引导和监管工作。会同区食药安办负责收集、整理食品药

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网络等舆情信息，及时核实、解决公众反映的

问题，予以积极回应和正面引导，对于不实和负面信息，及时澄

清并发布准确信息。

（2）区监察委：按照《大兴区关于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向

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暂行办法》要求，对

各单位移送的食品药品突发事件中违反行政纪律的线索，区纪委

监委依纪依法进行调查处理，严肃问责。

（3）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参与制定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预

防和控制的规划与计划，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预防和控制

重大问题、方案的研究；加强与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相关的重要商品、公共产品价格和收费标准监管；组织开展对食

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相关商品的价格监督检查。

（4）区教委：负责协助有关监管部门对在教育部门所管辖的

学校、幼托机构、培训机构等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进行

调查处理及相关救援工作；指导学校、幼托机构、培训机构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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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处置方案；督促、指导

学校、幼托机构、培训机构等落实食品药品安全主体责任。

（5）区经济信息化委：负责制定本区食品药品工业发展规划，

推进两化融合和诚信体系建设，引导企业加快建立产品质量追溯

体系，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食品药品生产企业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

件的善后工作。

（6）区公安分局：负责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中现场秩序的

维护，做好交通管制工作，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的涉嫌违法

犯罪案件进行调查、侦查和处理等工作。

（7）区民政局：负责统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社会救助工

作，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并会同商务等部门及时组织救灾物资

和生活必需品的调拨和发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8）区财政局：负责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保障及所必

需的日常管理资金的筹集、保障与监督工作。

（9）区环保局：负责因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的环境监测并提出控制及消除污染建议，配合有关部门进行

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

（10）区住建委：负责协助有关监管部门对建筑领域发生的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及相关应急救援工作；指导建筑

领域单位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处置方案。

（11）区市政市容委：负责协助做好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时餐厨垃圾、餐厨废弃油脂的无害化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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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区农委：负责统筹协调食用农产品生产领域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的预防控制和调查处理工作。具体负责对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中食用农产品生产领域的问题产品进行临时控制、调查、检

测、处理等相关工作；负责食用农产品生产领域突发农产品质量

安全事件的预防控制和调查处理工作。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

展食品安全突发的事件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处理工作。

（13）区动监局：负责生猪屠宰、生鲜乳收购、饲料、兽药

投入品生产、经营、养殖等环节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预防控制

和调查处理工作。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食品安全突发的事

件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处理工作。

（14）区园林绿化局：负责林果生产、蜂蚕养殖领域生产过

程中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预防控制和调查处理工作。协助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开展食品安全突发的事件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

处理工作。

（15）区商务委：负责发生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时生活必

需品的供应工作；负责食盐批发中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预防控制

和调查处理工作。负责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中粮食收购、储存领

域的问题原粮进行临时控制、调查处理工作；负责粮食收购、储

存领域突发原粮安全事件的预防控制和调查处理工作；指导粮食

行业建立健全突发原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或处置方案。协助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开展食品安全突发的事件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

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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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区旅游委：负责协助有关监管部门对旅游行业发生的

安全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及协助有关部门进行相关应急救援工

作；指导本地注册旅行社、星级酒店、A级景区等旅游企业建立健

全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处置方案。

（17）区卫生计生委：负责组织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医

疗卫生救援；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现场进

行卫生处理，并对与事件有关的因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配合区

食品药品监管局建立重大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反应事件

相互通报机制和联合处置机制。

（18）区工商分局：负责依据职责配合有关部门对食品药品

安全突发事件中的相关违法经营行为开展调查。

（19）区质监局：负责食品包装材料、容器、食品生产经营

工具等食品相关产品安全突发事件中生产加工环节违法行为的调

查处理。

（20）区食药局：负责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预防控制、

调查处理工作。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食品安全突发的事件

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处理工作。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中

的涉事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及相关产品进行追踪追溯，

及时采取控制措施，依法追究涉事单位的行政责任，对涉及刑事

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1）区政府法制办：负责协助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调

查处置有关法律适用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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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区城管执法局：负责共同做好食品摊贩生产经营食品

造成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预防控制和调查处理等工作。

（23）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区应急办和区食药安办

要求，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突发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先期处置、

协助处置和相关善后工作。

2.４专业技术机构职责

医疗、食品药品安全相关专业技术机构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

作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应在区食药

安办及有关部门的组织领导下，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相关技术支撑工作。

3 监测与预警

3.1 监测

3.1.1风险管理体系和风险监测制度

本区建立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管理体系和食品药品安

全风险监测制度，建立健全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

实行食品药品安全风险分类、分级管理和动态监控。区食药安委

各相关成员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及时向区食药安办通报

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

3.1.2风险监测工作

食品药品监管、卫生计生行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

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监测项目主要包括：日常食品安全

监督检查、食品安全抽样检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药品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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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监测、药物滥用监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药械检验检测

等。

同时，针对以下可能导致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风险隐患

信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收集、分析和研判：（1）

日常监督执法中发现；（2）领导批示或上级机关批转；（3）相关

单位转送；（4）相关生产经营主体、医疗机构或技术机构上报；（5）

群众投诉举报；（6）新闻媒体曝光；（7）国外新发现。

定期综合分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投诉举报信息、可疑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报告信息、药品和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信息，

在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监测信息确认后，各有关部门应当及

时部署，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事件发生或事态进一步扩大。

3.1.3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应当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风险

防控措施，定期开展自查，排查和消除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隐患。

当出现可能导致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情况时，要立即报告当

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3.2 预警

区食药安办根据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组织相关专业

技术机构、食品药品监管及有关部门对食品药品安全状况进行综

合分析，并及时提出发布食品药品安全预警信息建议。

3.2.1食品药品安全预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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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

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蓝色、

黄色、橙色和红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红色预警（一级）：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

事件，事件会随时发生，事态正在不断蔓延。

橙色预警（二级）：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以上食品药品安全突发

事件，事件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黄色预警（三级）：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以上食品药品安全突发

事件，事件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蓝色预警（四级）：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以上食品药品安全突发

事件，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3.2.2本地区预警发布和解除

（1）区食药安办可根据本区域内实际情况，发布本区域蓝色、

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信息，并同时报区应急办和市食药安办备

案。

（2）对于可能影响本区以外其他区的食品药品安全预警信息，

经区食药安委批准后，及时上报市食药安办（市食药局 ）、市卫

生计生委等相关部门，并视情况向可能受到影响的相关区进行通

报。

（3）预警信息包括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

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以及事态发展、应采取的措

施及公众预警响应建议和咨询电话和发布机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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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

互联网、区域短信、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

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

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5）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食品药品安全预警

工作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3.2.3预警响应

（1）预警信息发布后，区食药安办应当立即做出预警响应，

组织有关部门做好食品安全预警信息的宣传与相关情况通报工

作，同时密切跟踪事件进展情况，并依据事态变化情况适时对食

品药品安全预警信息进行分析评估，研判本区发生食品药品安全

突发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强度以及级别并上报区应急

委和市食药安办；对相关信息的报道进行跟踪、管理，防止炒作

和不实信息的传播。

（2）区食药安委各成员单位、各镇、各街道办事处、各相关

部门应确保24小时值守，保持通信联络畅通。预警信息发布后，

区食药安委各成员单位、各镇、各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应做

好预警响应准备，确保有关人员2小时内完成集结，确保防护设

施、装备、应急物资等处于备用状态。

（3）对于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的食品及相关产品，相关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依据《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宣布采

取查封、扣押、暂停销售、责令召回等临时控制措施，并同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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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临时控制措施实施的对象、范围、措施种类、实施期限、解除

期限以及救济措施等内容。预警解除后，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应当及时发布解除临时控制措施的信息。

3.2.4 当确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不可能发生或危险已经解

除时，预警信息的取消按照“谁发布、谁取消”的原则，参照预

警信息的发布程序执行。

4 应急响应与处置

4.1信息报告

4.1.1信息报告制度

本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建立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

与举报系统，完善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相关制度，明确报告的主体、

程序及内容。事件发生单位、可疑食品药品提供单位、医疗机构、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卫生计生行政、农业行政等各有关部门、相

关专业技术机构、科研院所等应当按照预案要求，及时报告食品

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4.1.2责任报告主体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责任报告单位主要包括：种植、养殖、

生产加工、包装、贮存、运输、销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突发事

件可疑食品药品提供单位；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专业技术机构、科

研院所；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发现）单位、医疗救治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生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医疗卫生机构；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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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机构；药品检验检测机构；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部门、有关部门和有应对职责的单位。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报告人主要包括：上述单位的工作人

员，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等责任报告人和消费者、使用者和了解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的知情人。

责任报告单位和报告人应当按照早发现、早报告的要求，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履行报告义务。

4.1.3报告时限和程序

发生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后，事发单位应当在事发2小时

内向属地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发现其

生产经营的食品药品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损害的情况和信

息，应当在2小时内向属地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医疗机构发现其收治的病人属于食源性疾病病人或者疑似病

人的，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向属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属地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认为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应当及时通报同级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

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调查处理传染病或者其他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发现与食品药品安全相关的信息，应当及时通报区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

区卫生计生、公安、质监、农业、园林等部门发现食品药品

安全隐患，或者接到有关突发事件的报告，应当立即通报区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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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会团体及个人发现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相关情况，

应当及时向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

突发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区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相邻行政区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并向市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区食药安办要采取必要措施

尽快掌握情况，立即电话报告区政府应急办和市食药安办，原则

上在事件接报后1小时内书面报告。

对于仍在处置过程中的重大、特别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

件，区食药安办每30分钟向区应急委和市食药安办续报一次该事

件的新发病人、人员伤亡、处置进展和发展趋势等情况，直到处

置基本结束。

对于暂时无法判明性质或等级的突发事件，区食药安办应迅

速核实，最迟不晚于接报后30分钟向区应急委和市食药安办报告，

并根据事件可能达到或演化的等级和影响程度，参照上述规定上

报。

4.1.4报告形式和内容

报告形式分为初报、续报和终报。初报可采取书面、电话、

短信及电子邮件等形式；续报和终报应采取书面形式。

报告内容：

（1）初报应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发病和死亡人数、

先期处置情况（含救治情况），报告单位和报告人、报告时间、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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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人及联系方式，以及对事件原因的初步判断、采取的措施及调

查控制情况等。应快报事实，慎报原因，实事求是。

（2）续报应包括事件的发展与变化、调查处置进程、发生原

因，对初步报告情况进行补充和修正。

（3）终报应包括事件发生和调查处理过程、鉴定结论、追溯

或处置结果、采取措施和效果评价等。

4.1.5事件评估

（1）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评估是为核定食品药品安全突发

事件级别和确定应采取的措施而进行的评估。评估内容应当包括：

①涉事产品可能导致的健康损害及所涉及的范围，是否已造

成健康损害后果及严重程度；

②事件的影响范围及严重程度；

③事件发展蔓延趋势等。

（2）舆情事件评估是为判断舆情事件是否属于食品药品安全

突发事件，并核定事件级别和确定应采取的措施而进行的评估。

评估内容应当包括：

①舆情真伪情况；

②真实舆情事件的敏感程度、严重程度、紧急程度、影响范

围、传播速度等因素；

③真实舆情事件所涉及的范围、造成的影响等因素；

④其他需要评估，以判明舆情事件性质并核定事件级别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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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部门、相关专业技术机构应当按有关规定及时向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统一组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评估。

（4）经初步评估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向区政府及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

告。

4.2先期处置

4.2.1事发单位前期处置措施

发生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后，事发单位应当立即组织救治

病人；妥善保护可疑的食品、药品及其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

不得转移、毁灭相关证据；按照相应的处置方案，配合有关部门

做好应急处置和调查工作。

4.2.2区有关部门前期处置措施

接到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后,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据各自职责，开

展先期处置，依法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或者减轻事件危害，控制事

态蔓延。

（1）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立即组织救治有健康损害的人员；

（2）食品药品监管及相关监管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相关食品药

品及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3）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事故

现场进行卫生处理，并对与事件有关的因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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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开展先期处置。

4.3 分级响应

在先期处置的基础上，由相关责任主体按照程序，启动应急

预案的响应措施进行处置。当超出自身处置能力时，可向上一级

应急指挥机构提出请求，由上一级应急指挥机构决定是否启动更

高级别的响应措施进行处置。根据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严重

程度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设定为Ⅲ级、Ⅱ级、Ⅰ级三个等级。

4.3.1Ⅲ级应急响应：初判发生一般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由区食药安委启动Ⅲ级应急响应，负责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需要，市食药安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指导、协助做

好相关工作。

4.3.2Ⅱ级应急响应：初判发生较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由区食药安委启动Ⅱ级应急响应，负责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需要，市食药安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指导、协助做

好相关工作。

4.3.3Ⅰ级应急响应：初判发生重大和特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

事件；由市食药安委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并负责具体指挥和处置，

根据需要，成立由市食药安委、市有关部门和有应对职责的实际

单位、事发地的区应急委（地区管理机构）等组成的现场指挥部，

负责事件的具体指挥和调查处置工作。

4.3.4应急响应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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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急响应过程中，发现该突发事件是传染病时，本预案的

响应自行终止。当与传染病相关的预案启动，或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在处理传染病时，发现与食品有关，需要启动本预案配合时，

本预案予以全力配合，做好危害控制及相关工作。

在应急响应过程中，发现该突发事件涉及天津、河北等华北

十省市的，还应依据华北十省（区、市）跨区域食品药品安全应

急协作与信息通报机制予以应对。

全国、本市及本区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和重要节假日期间，

发生或可能发生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需要组织有关部门进行

预防、控制和处理的，由区食药安委根据具体情况拟定响应级别

并报区应急委和市食药安办确定后，按照本预案规定启动相应程

序。

4.4 现场指挥部

4.4.1成立现场指挥部

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由区食药安办牵头成立现场指挥部，

负责组织应急处置工作。

现场指挥划分为专业处置责任和行政协调责任，现场执行指

挥行使专业处置权，现场总指挥行使重要事项决策和行政协调权。

现场执行指挥由食药监管部门等专业处置主责单位相应级别领导

担任，并由总指挥在现场确认。现场执行指挥按照应急预案赋予

的职责协调各有关单位，组建由相关工作组组成的现场指挥部，

并明确各工作组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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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现场指挥部工作组及职责

现场指挥部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依据区食药安委各成员单

位的职责，成立综合协调、医疗救治、调查处置、危害控制、检

测评估、社会稳定、新闻宣传、专家顾问等工作组，迅速开展应

对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和突发事件性质，由牵头单位组织区食药

安委相关成员单位加入工作组，各相关成员单位依据各自职责参

与处置工作。

（1）综合协调组。由区食药安办牵头，区食药局、区卫生计

生委、区质监局、区农委、区动监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商务委

等有关部门参加。负责组织协调各工作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及

时搜集并上报事件信息，协调解决应急处置中的重大问题。

（2）医疗救治组。由区卫生计生委牵头，负责组织协调医疗

机构，迅速组织抢救队伍，提出救治措施，建立救治绿色通道，

积极开展医疗救治。

（3）事件调查组。由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监委、区食药局、

区公安分局、区卫生计生委、区质监局、区农委、区动监局、区

园林绿化局、区商务委等有关部门参加。负责组织开展事件责任

调查，查明事件责任，提出调查处理建议和整改防范措施；对涉

嫌犯罪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立案侦办。

（4）危害控制组。由区食药安办牵头，区食药局、区经信委、

区商务委、区工商分局、区质监局、区农委、区动监局、区园林

绿化局、区商务委等有关部门参加。负责开展应急抽检，采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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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措施，追踪追溯问题产品，开展召回、下架、封存有关食品药

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严格控制流通渠道，防

止危害蔓延扩大。

（5）检测评估组。由区食药安办牵头，区食药局、区卫生计

生委、区质监局、区农委、区动监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商务委、

区环保局等有关部门参加。负责组织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卫生学

处理，进行病因检验，综合分析各方检验数据，查找事件原因、

致病因子，研判事件发展趋势，从技术角度分析致病原因和事件

发展趋势，为调查处理提供技术支持，为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和采

取控制措施提供参考。

（6）社会稳定组。由区公安分局牵头，区委宣传部、区教委、

区商务委、区民政局、区住建委、区旅游委、区食药局等有关部

门参加。负责组织事件现场的治安管理、秩序维护和交通疏导工

作，加强事发地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编造传播谣言、制造社

会恐慌、趁机作乱等违法犯罪行为，积极化解因突发事件造成的

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7）新闻宣传组。由区委宣传部和区食药安办牵头，区卫生

计生委等有关部门参加。负责制定新闻发布方案，指定新闻发言

人，组织汇总新闻发布信息，统一新闻口径，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做好舆论引导，把握报道工作的正确导向，指导协调新闻宣传单

位做好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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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专家顾问组。由区食药安办牵头，积极争取市食药安办

支持，充分依托北京食品药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力量，依据事

件性质选取相关领域有关专家组成应急专家顾问组，负责为食品

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制订、危害评估和调查处理等工

作，为应急工作提供咨询建议、技术支持。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事件危害等开展事件评估，并提出意见建议。

区食药安办（食品药品监管局）综合各工作组的意见及事件评估

意见，认定事件性质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和较大食品药品安

全事件的级别。

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和特别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

件现场指挥部由市食药安办、市相关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和有

关单位、区应急委组成，负责事件的具体指挥和调查处置工作。

4.5应急处置措施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区食药安委应针对其性质、

特点和危害程度，立即组织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采取下列应

急处置措施，最大限度减轻事件危害：

（1）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组织医疗机构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突发

事件患者的医疗救援；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与事件有关的因

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处理。

（2）区疾控中心、区食品药品安全监控中心等相关专业技术

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或食品、药品等相关检验检测，查找事件

发生的原因及致病因子，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现场进行卫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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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处理工作时，相关部门

和有应对职责的单位应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要求予以支持和

协助。

（3）区食药局、区农委、区动监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商务

委等相关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相关食品药品及原料和食品相关产

品，依法进行处理。对确认存在质量问题的食品药品及原料、食

品添加剂等，应当依法责令生产经营者召回、停止使用并销毁，

采取有力措施防止或者减轻事件危害，控制事态蔓延。

（4）区食药安办及时研判事件发展态势，根据实际情况和需

要，及时向事件可能波及的中央及市驻区单位、驻区部队、本区

以外其他行政区域属地政府食品药品安全相关监管部门通报信

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5）公安机关牵头做好涉事地区的维稳工作。涉嫌犯罪的，

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

（6）区食药安办组织相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因食品药

品安全突发事件引发的次生、衍生危害。

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调查的部门、机构有权向相关单

位和个人了解与事件有关的情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资料和样品。

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调查处理工作，

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和样品，不得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阻挠、干涉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

4.6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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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应

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区有关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相关

规定，由区委宣传部会同区食药安办进行管理与协调，由现场指

挥部具体负责组织协调。

4.6.1一般、较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在区委宣传部

的组织、协调下，成立相关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组，负责新闻发

布的组织、现场采访管理，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食品药品安

全突发事件信息。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在市

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协调小组的领导下组织发布。

4.6.2区食药安委各成员单位应依据职责及时向区食药安办

报送相关事件信息，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保障

工作。

4.6.3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或对于一些事件发生在

重点地区、特殊时期，涉及特殊人群，或可能演化为较大、重大、

特别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区食药安办应及时向区委宣传

部通报相关情况。在区委宣传部的组织、协调下，做好突发事件

的新闻发布组织、现场采访管理各项准备工作，及时、准确、客

观、全面发布突发事件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4.6.4区委宣传部、区食药安办及相关成员单位依据各自职责

负责收集、整理网络舆情信息，及时核实、解决公众反映的问题，

予以积极回应和正面引导，对于不实和负面信息，及时澄清并发

布准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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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对于可能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对外报道工作由市食药安办会同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

政府外办等部门共同组织，区委宣传部按要求做好相应配合工作，

各新闻媒体要严格遵守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有关规定。

4.7响应升级

当本区可能或已经发生较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超出区

食药安委控制能力时，由区食药安委向区应急委建议启动区应急

委决策机制，由区应急委负责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决策工

作，组织协调本区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共同开展应对工作。

4.8应急终止

4.8.1终止条件

当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得到控制，并达到以下要求，应当

及时终止响应：

（1）患者全部得到救治，病情稳定24小时以上，且无新的

急性病症患者出现；

（2）食源性疾病在末例患者出现后经过最长潜伏期无新病例

出现；

（3）现场与涉事食品药品得以有效控制，次生衍生事件隐患

消除。

4.8.2终止程序

现场调查处置工作完成，达到上述条件后，本区发布的Ⅲ级、

Ⅱ级响应由区食药安委宣布响应终止。Ⅰ级响应由市食药安委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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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响应终止。必要时，可及时通过新闻单位向社会发布应急终止

消息。

5 后期工作

5.1善后处置

响应终止后，在市委、市政府、市应急委统一领导下，由区

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及时制订善后处理措施，积极稳妥、深入细致

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按照民政部门会同财政、发展改革部门制

定的应由政府补偿的补偿标准和办法，妥善做好人员安置、补偿，

征用物资及运输工具补偿；及时拨付应急及医疗机构垫付的费用、

事件受害者后续治疗的费用以及产品抽样、检验及处置费用；做

好污染物的收集、清理与处理。尽快消除事件影响，恢复正常秩

序。

事件发生后，保险机构应当及时开展应急救援人员保险受理

和受灾人员保险理赔工作。

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受害人给予赔偿，

承担受害人后续治疗及保障等相关费用。

5.2 事件调查处理与责任追究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由区食药安

办牵头，可会同监察及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事件责任调查，查明

事件原因和性质，督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

处理建议，并向区政府和市食药安办提出责任调查处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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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及时、准确

查清事件性质和原因，认定事故责任，提出整改措施。同时，还

应当查明有关监督管理部门、食品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的责任。

5.3 总结评估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结束后，区食药安办应当组

织有关部门及时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进行评

估，总结经验教训，分析事件原因和影响因素，提出对类似事件

的防范和处置建议，完成总结评估报告。总结评估报告原则上应

在处置工作结束后1周内完成，并报区应急委和市食药安办。

5.4 奖惩

按照国家和市、区有关规定，对在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

励。对隐瞒、谎报、缓报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重要情况或者应

急处置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单位

或者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应急保障

6.1 应急准备

6.1.1应急预案准备

本应急预案所涉及到的成员单位、医疗机构以及相关专业技

术机构应根据各自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建立单位或组织内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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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应急预案或工作程序，与本预案进行衔接，保障各项应急工

作有序、高效运行。

6.1.2应急值守准备

完善日常值班与值守应急相结合的接报、处置机制，并严格

组织实施；充分做好值守状态时的人员、设备、车辆、通讯及资

料准备工作，确保处置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现场指挥所需各项

科技手段顺畅，做到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的全面、有效衔接。

6.2 物资保障

区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配备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所

需车辆、通讯、救治、卫生防护等设施、设备；储备食品药品安

全突发事件处置的应急物资，主要包括：快速检验检测设备和试

剂、传染源隔离及卫生防护用品和应急设施。使用储备物资后须

及时补充。

6.3 经费保障

区有关部门所需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准备、

应急处置、监测与预警、产品抽样及检验、培训演练等工作经费

应列入部门预算；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部门预算结构，集中财力应对突发事件。遇有重大、特别重

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或部门安排的应急处置经费不能满足

需要时，经区政府批准后由区财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安排动用应

急储备资金。

6.4 医疗卫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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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建立功能完善、反应灵敏、运转协调、持

续发展的医疗救治体系，根据“分级救治”原则，按照现场急救、

院前急救、专科治疗等阶段组织实施救护。急救中心（120）和红

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999）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中的院前急救工作，

医疗机构负责后续救治，群众性救援组织和队伍应当积极配合专

业医疗队伍开展群众性现场急救工作。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

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处理工作。

6.5 应急队伍保障

各有关部门组建专业的食品药品安全应急队伍以及具有一定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志愿者辅助性队伍。通过培训、演练等方式不

断强化应急队伍能力建设，加强队伍管理，提高突发事件快速响

应及应急处置能力。

6.6 技术保障

相关专业技术机构要结合本机构职责开展专业技术人员食品

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加强应急处置力量建设，

提高快速应对能力和检验检测技术水平。食品药品监管等有关部

门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等技

术研发，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技术保障。

6.7 应急演练

区食药安办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进行演练，对其中的具体环节进行检验和修正，提高应急反

应的效率和应变能力；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也应当适时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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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跨部门的应急演练，实现应急处置工作的互联互通、协

调联动，不断提高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6.8 培训宣教

区食药安委及各成员单位应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和相关食品

药品监管人员进行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培训，增加应对突

发事件的知识，增强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对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者及公众的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与教育，普及基本知

识，增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意识，提高消费者的风险意

识和防范能力。

7 附则

7.1名词术语

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

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

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食源性疾病：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

毒性等疾病，包括食物中毒。

食品安全事故：指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对人

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事故。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指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

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食品安全事故以及造成一定

社会影响的舆情事件。



— 38 —

药品：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

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

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指突然发生，

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

施予以应对的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群体不良事件、重大

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质量事件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

康的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以及造成一定社

会影响的舆情事件。

药品（化妆品）不良反应：指合格药品（化妆品）在正常用

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化妆品）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

药品（化妆品）群体不良事件：指同一药品（化妆品）在使

用过程中，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区域内，对一定数量人群的身体

健康或者生命安全造成损害或者威胁，需要予以紧急处置的事件。

医疗器械：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

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

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其效用主要通过物理等方式获得，不是

通过药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

参与但是只起辅助作用。其目的是：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

治疗或者缓解；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者功能补偿；

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生命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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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或者维持；妊娠控制；通过对来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为医

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指获准上市的质量合格的医疗器械在正

常使用情况下发生的，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人体伤害的各种有害事

件。

重点地区：指本市重要政治、外交、商贸、文化、体育等机

构、场所、地区。包括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天安门地区；在

京外国使领馆，国际组织在京办事机构，外国人聚集区；重大国

事活动、外事活动及重大文艺、体育、商贸等活动现场，重点繁

华商贸区和文化、体育中心；国家重点高校、科研机构； A级旅

游区（景点），四星级以上宾馆饭店、万米以上大型商市场；重要

交通枢纽和地铁、长途汽车站；其他重点地区、机构、设施等。

特殊时期：指法定节假日、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纪念日，政

治敏感时期，党和国家及本市举行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期间，在

京举办的重大国际性政治、商贸、文艺、体育等活动期间等。

特殊人群：主要包括婴幼儿、中小学生、老年人、孕妇等人

群。

7.2预案管理

7.2.1预案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由北京市大兴食药安办制定，由区应急办会同区食药

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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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应参照本预案，结合各自职责，制

定各自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区食药安办备案。

各部门应急预案对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分级标准应当与本预案一

致。

7.2.2预案修订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机构调整或应急资

源发生变化，以及应急处置过程中和各类应急演练中发现的问题

和出现的新情况，由区食药安办适时组织评估，对本预案进行修

订。

7.2.3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北京市大兴区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2014年修订）》（京兴应急委发〔2014〕13号）及

其他涉及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8 附件

1.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2.大兴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联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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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一、特别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危害特别严重、扩散性特别强、社会影响特别大，事态非常

复杂，对本市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稳定造成严重

危害或威胁，需要在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下，由市委、

市政府统一组织协调，进行紧急控制和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的为特别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1）受污染食品流入包括本市在内的2个以上省份或国（境）

外（含港澳台地区），造成特别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或经评估

认为事件危害特别严重的；

（2）1起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出现30人（含）以上死亡的；

（3）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或）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

一药品（化妆品）或规格型号相近的医疗器械引起临床表现相似

的，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50人（含）；或者

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

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的人数超过10人（含）；

（4）同一批号药品（化妆品）或同规格型号医疗器械短期内

引起3例（含）以上患者死亡；

（5）短期内包括本市在内的2个以上省份因同一药品（化妆

品）或同规格型号医疗器械发生重大级别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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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超出本市处置能力的；

（7）涉及包括本市在内的多个省份或国（境）外（含港澳台

地区），已经或可能造成严重危害或严重不良影响，经评估认为

应当在国家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药品安全舆情事件；

（8）国务院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级别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二、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危害严重、扩散性强、社会影响大，事态复杂，对本市或部

分区域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危害或

威胁，需要组织全市各有关单位进行紧急控制和处理，并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为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1）受污染食品流入本市2个以上区级行政区域，造成或经

评估认为可能造成对社会公众健康产生严重损害的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

（2）发现在我国首次出现的新的污染物引起的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涉及本市的，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并有扩散趋势的；

（3）1起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涉及人数在100人（含）以上并

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10人（含）以上、29人（含）以下死亡的；

（4）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或）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

一药品（化妆品）或规格型号相近的医疗器械引起临床表现相似

的，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30人（含），少于

5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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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涉及人数超过5人（含）、

少于9人（含）的；

（5）同一批号药品（化妆品）或同规格型号医疗器械短期内

引起1至 2例患者死亡，且在同一区域内同时出现其他类似严重

病例，并初步判断与使用该药品或医疗器械相关；

（6）短期内本市因同一药品或同规格型号医疗器械发生较大

级别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7）涉及2个以上区级行政区域，超出区政府处置能力的；

（8）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或重大

不良影响，经评估认为应当在市级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

药品安全舆情事件；

（9）市政府认定的其他重大级别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三、较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危害较严重、扩散性较强、社会影响较大，事态较为复杂，

对本市一定区域内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稳定造成

一定危害或威胁，需要调度个别部门参与并且调度区级力量和资

源进行处置，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较大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

件：

（1）受污染食品流入区级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街道（乡镇），

已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

（2）1起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涉及人数在100人（含）以上，

且未出现死亡病例的；或出现9人（含）以下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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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或）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

一药品（化妆品）或规格型号相近的医疗器械引起临床表现相似

的，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20人（含），少于

3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

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涉及人数超过3人（含），

少于4人（含）；

（4）短期内1个区级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街道（乡镇）因同

一药品（化妆品）或同规格型号医疗器械发生一般级别药品安全

突发事件；

（5）在区级行政区域范围内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危害或较大

不良影响，经评估认为应当在区级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

药品安全舆情事件；

（6）市食药安办认定的其他较大级别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四、一般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危害性、扩散性、社会影响不特别显著，事态比较简单，仅

对较小区域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稳定造成危害或

威胁，需要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力量进行处置，并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为一般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1）存在健康损害的污染食品，已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

（2）1起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涉及人数在30人（含）以上、99

人（含）以下，且未出现死亡病例的；或1起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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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数在99人（含）以下，且未出现死亡病例，但涉及学生群

体或出现3例及以上危重病例的；

（3）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或）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

一药品（化妆品）或规格型号相近的医疗器械引起临床表现相似

的，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10人（含），少于

2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

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涉及人数超过2人（含）、

少于3人（不含）；

（4）在区级行政区域范围内已经或可能造成一般危害或一般

不良影响，经评估认为应当在区级层面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食品

药品安全舆情事件；

（5）区政府认定的其他一般级别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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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大兴区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联络表

单位名称 领导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电话

区委宣传部
主管领导 孙明星 61298643

责任科室负责人 李永晖 61298941 15210168132

区监察委
主管领导 戴光伟 61298851

责任科室负责人 张闻军 81296770 13521216263

区发改委
主管领导 李卫东 81296295

责任科室负责人 耿玉新 81296322 13716652510

区教委
主管领导 韩宝刚 81296368

责任科室负责人 李克明 81296380 13261039113

区经信委
主管领导 刘清华 89292005

责任科室负责人 汪 洋 89292039 13717897699

区公安分局
主要领导 张卫东 69243071

责任科室负责人 韩 超 89234110 13911277119

区民政局
主管领导 冯立和 69246893

责任科室负责人 宋朝辉 69202711 13911767051

区财政局
主管领导 王丽娜 81296586

责任科室负责人 兰 莉 81296592 1371830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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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保局
主管领导 赵景海 69266309

责任科室负责人 任 明 69232461 13810109092

区住建委
主管领导 张青松 81299785

责任科室负责人 李 伟 69242174 13910889505

区市政市容委
主管领导 陈永久 81296417

责任科室负责人 张 硕 81296418 13426175195

区农委
主管领导 陈金香 81298547

责任科室负责人 刘玉松 81298537 13911196759

区动监局
主管领导 申艳坤 81298390

责任科室负责人 刘宝东 81298455 13520317722

区园林局
主管领导 李振茹 81298061

责任科室负责人 付占国 81298016 13911605395

区商务委
主管领导 何 飞 81298209

责任科室负责人 蔡宏俊 81298223 13811737937

区旅游委
主管领导 王自丰 81298821

责任科室负责人 朱彦河 81298798 13911218592

区卫生计生委
主管领导 金 鹏 60283512

责任科室负责人 张 娜 60283526 18001252090

区工商分局

主管领导 董 震 69263161

责任科室负责人 刘国瑞 69253700 1881126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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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质监局
主管领导 王红军 67882358

责任科室负责人 张云发 69290537 13911120625

区食药局
主管领导 葛凤武 69259356

责任科室负责人 赵学伟 69232668 13521436789

区法制办
主管领导 苑 媛 61298599

责任科室负责人 孙文博 61298835 15010358759

区城管执法局
主管领导 高广义 61268036

责任科室负责人 吴 峥 61268087 13311371313

抄送：市食药局。

区委办公室、各部、委，区人大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纪

检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大兴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11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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