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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新版《食品安全法》出台以来, 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正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大时代”, 从注重

准入、事后追究的粗放式管理模式逐渐向事前、事中、事

后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模式转变, 充分体现了科学化、

精细化, 以便能够实现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 真
正做到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2017 年, 习总书记在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吃

得放心安心”。民以食为天,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关系我国

13 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必须抓得紧而又紧, 确
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李克强总理批示指出“食品安

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快速检测技术具

有便捷、高效、快速定性和定量等优点。当前, 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技术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手段, 已经应用于

食品产业的各个环节。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高新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研究人员以提高检

测灵敏度和分析水平, 提升检测效率和精确度为目标, 将
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需求、产业需求和检测标准、监管

要求相结合, 有针对性地进行快速检测技术创新, 大量快

速、采用现代仪器和新型生物技术的检测方法不断出现, 
市场不断涌现各种快速检测试剂盒产品和配套设备。目前, 
部分技术和设备已经被应用在食品安全检测和监管工作中, 
保障了我国食品产业和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专辑, 精选了来自国内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研究中心、检测中心以及公司等 23
家机构的 26 篇研究论文和综述, 收录了我国学者在快速

样品前处理、食品中化学性和生物学危害因子的分析和检

测应用中的最新研究成果。(1)系统介绍了仪器分析、分子

生物学、免疫层析检测技术和电化学传感器技术在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重金属、食品添加剂和病原菌等危害因子

的快速检测、食品品质分析、食品成分检测与溯源、病原

菌种属的快速鉴定和检测等领域中的研究进展。(2)重点介

绍了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 , 
本专辑中有 5 篇论文应用这 2 种技术检测了饮料中的食品

添加剂、茶叶和豆芽中的药物残留、鸡蛋中的色素和植物

生长激素, 这些最新的研究分别来自检测中心、高校、研

究院所和公司。由此可见, 我国仪器分析技术发展快速且

趋向成熟, 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类食品和化学性危害因子的

检测。此外, 本专辑中有 1 篇综述和 4 篇论文涉及 LAMP
技术、实时荧光 PCR 和常规 PCR 技术, 还有 1 篇 PCR 与

层析试纸条联用的快速检测方法, 介绍了分子生物学技术

在动物性食品的成分检测与溯源、品种鉴别、病原菌的种

属鉴定和检测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进展, 展现了分子生物学

检测技术的方法特色和优势, 为快速检测技术的应用提供

了新思路。(3)快速检测技术在应用时存在缺乏针对性, 效
率较低问题, 本专辑在样品前处理和快速现场检测技术方

面, 瞄准市场需求, 针对性地介绍了农药残留质控样品、

三聚氰胺标准物质的制备方法和孔雀石绿胶体金试纸条的

快速样品前处理方法; 此外, 介绍了基于胶体金试纸条的

药物多种类残留的快速检测方法, 结合仪器的兽药快速定

性和定量检测方法, 这些技术实用性强, 为提高检测效率

提供了更多角度的选择。(4)因为食物基质的复杂性, 快速

分析、鉴定和检测食品的品质和成分是一个难点, 本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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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篇采用光谱技术分析果蔬品质和成分的论文, 展示了

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食品分析和品质检测方面的优势和特

色; 还有 3 篇论文提供了多种方法检测食品中的铅、镉、

砷等重金属。综上, 不断完善和优化的样品前处理和快速

检测方法, 体现了我国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在与时俱进, 不
断进步。 

本专辑由于收稿时间有限, 还有很多优秀学者和研

究人员的成果未能收录其中, 希望本期专题的出版能够让

大家了解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的研究热点、应用现状和

发展方向, 为今后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提

供新思路。感谢各位作者对本专辑的大力支持, 感谢主编

和编辑部各位老师为专辑出版的辛勤努力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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