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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多地进口冷链食
品外包装检出新冠病毒阳
性，进口冷链食品为何屡出
问题？还能不能吃？该如
何应对零星发生的疫情？
11 月 25 日，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就冷链食品及秋冬
季食品安全有关情况举行
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
获悉，近30天，累计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 98例，是此前
30天的7.5倍，但目前并没
有发现因为直接食用这些
冷链食品引起的感染。“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
都不会因噎废食，它（因食
用进口冷链食品感染）的风
险是比较低的，起码目前风
险是比较低的。”中国疾控
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环境
所消毒与感染控制中心主
任张流波说。

进口冷链食品可否放心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冷链食品及秋冬季食品安全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中疾控专家：目前无直接食用冷链食品引起的感染

市 场 是 疫 情 防 控 的
重 点 区 域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在 防 控 进 口 冷 链 食
品 风 险 方 面 采 取 了 哪
些 举 措 ？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
品经营司市场稽查专员陈
谞在回应南都记者提问时
称，近期市场监管部门督
促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对进口
冷链食品实行专用通道进
货、专区存放、专区销售，
不得与其他食品混放贮存
和销售”。

陈谞表示，食品生产
经营者采购进口冷链食品
时，还应当索取核酸检测

合格证明以及消毒单位出
具的进口冷链食品货物业
已消毒的证明。“无消毒证
明、核酸检测证明的，不得
生产加工和上市销售。严
禁采购、使用来源不明的
进口冷链食品。”

同时，在前期全面排查
基础上，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加快推动第三方冷库备案
工作，强化进口冷链食品的
追溯管理，做到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对来源不明的、
相关票据不全的进口冷链
食品，加大查处力度。提醒
食品生产经营者按照卫生
防疫部门的指导要求，督促
从业人员严格落实健康上

岗要求。加强一线监管人
员健康风险防控，指导直接
接触进口冷链食品等感染
风险高的监管人员做好个
人防护。

据介绍，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已经研发了“进口冷链
食品追溯平台”，实时对接
各地追溯系统，快速确定产
品流通路径和影响范围，提
升排查处置效率，为疫情防
控争取主动。

他表示，已在推动北
京、浙江、广东等10个省份
建立省级追溯平台，实现
与总局平台的数据对接，
覆盖三文鱼、冻虾、牛肉等
重点品类。

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
人米锋介绍，随着北半球进入冬
季，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上
升。截至目前累计超过5890万
人感染，近30天全球日均新增确
诊病例超过50万例。

他透露，我国境外输入病例
来源国家不断增多，传播风险进
一步加大，“近 30天，累计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98例，是此前30
天的7.5倍”。同时，他介绍，多
数病例来自聚集性疫情，疫情传
播呈现出“从物到人”和“从人到
人”并存的特征。近期，进口冷
链食品核酸阳性检出率明显增
高，波及省份增多，涉及产品范
围从海产品到畜禽肉类产品，进
口物资被病毒污染范围从冷链
食品扩展到集装箱。

为何进口冷链食品频频出现
问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副主任李宁解释，一方面，这是
因为目前国外很多国家正处于新
冠疫情暴发期，各种物体的表面包
括食品及其外包装都有可能被新
冠病毒污染，而新冠病毒在低温下
存活时间长，因此进口冷链食品及
其外包装就可能成为跨境远距离
运输携带新冠病毒的载体。

另一方面，各部门、各地按
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近
期加大对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外
包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抽检
力度，随着检测频次以及覆盖
范围的增加，发现阳性的概率
也就增加。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我
国在加强物防方面采取的措施是
非常有成效的，经过加强检测以
及其他措施发现问题，及时应对
处置，从而降低新冠病毒传播的
风险。”她说。

李宁还介绍，总的来看，全
国进口冷链食品抽检的阳性率
也是比较低的，截至目前，全国
抽检监测的阳性率是万分之零
点四八，而且主要集中在食品外
包装。

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检出
新冠病毒阳性，是否意味着食
用这些食品也是危险的？对
此，张流波介绍，目前并没有发
现因为直接食用这些冷链食品
引起的感染。

南都记者注意到，日前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冷
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冠病毒
防控消毒技术指南》。张流波
介绍，该指南中的消毒是针对
食品包装表面，所以主要是预

防在流通环节可能面临的接触
感染的风险。

他说，文件中的技术要求，
对于常温情况下对低温冷链食
品包装表面的消毒是完全没有
问题的。“当然如果是要对低温
冷库里面的食品表面进行消
毒，相关的技术方法我们正在
加紧研究，希望能够尽快在短
期内出结果。”

关于食品消毒后是不是能够
直接食用的问题，他介绍，指南中
所说的消毒是把病毒灭活，灭活
以后核酸可能仍然存在，即消毒
能够灭活病毒，但并不是破坏核
酸，因此做核酸检测时仍然有可
能阳性。“所以碰到消毒后的核酸
检测阳性不要过度紧张。”他说。

近30天累计新增本土病例
是此前30天的7.5倍

全国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外包装
抽检检测阳性率为万分之零点四八

最近全国多地陆续出
现了零星新冠病例，如何看
待这一现象？应对散发病
例时大面积核酸检测是否
有必要？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随
着全球疫情日趋严重，国内
发生一些零星散发的病例
也是常态化防控中的常见
现象，“如果想完全避免是
非常困难的”。

不过他也指出，加大监
测检测力度，一旦发现污染
或有人感染后很快采取措
施，可以把疫情控制在最小
范围内。

“抗疫就像打仗，‘唯快

不破’。”当现场有德国媒体
询问中国抗疫秘诀时，吴尊
友这样表示。他说，我国在
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后，采取
了一系列“组合拳”，包括

“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
治尽治”。

“这些技术措施都是
一样的，为什么其他国家
不 能 做 到 像 中 国 一 样
呢 ？ 中 国 有 句 话‘ 人 心
齐，泰山移’，举国上下齐
发力、步调一致才能取得
胜利。”他说。

我国应对零星疫情也
立即展开大面积的核酸检
测，这是否必要？吴尊友对
此表示，核酸检测灵敏度比

较高，很快能够把疫情的规
模确定下来，这样当地的行
政领导也放心，老百姓也放
心，大家就吃了一颗“定心
丸”，所以大规模检测非常
有必要。

同时，大规模检测一般
采用15混检，由于人群的
感染率很低，在万分之一以
下，采取15混检模式能够
及时地发现感染者，又能够
大面积地、大规模地开展，
符合成本效益。

他说，核酸检测仍然是
目前能够及时发现早期病
例的最有效方法，“对于个
人来说也是有益的”。

（胡明山）

吴尊友谈中国抗疫秘诀：
抗疫就像打仗，“唯快不破”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进口冷链食品不得与其他食品混放贮存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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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冷链食品及秋冬季食品安全有关情况。 新华社记者 潘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