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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主要农畜产品品质安全快速检测关键技术与装

备研究示范”简介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围绕农业发展的实
际需要, 开展应急性、培育性、基础性等科研工作, 强
调形成主导产品、主推技术、规程规范、决策支持方
案等实用技术成果。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重点
开展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重大瓶颈制约技术的研发 , 
农业行业基础性、共性技术的研发, 各个区域农业生
产关键技术的研发。 

我国在农畜产品品质安全检测技术与装备上远
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目前农畜
产品检测技术主要依赖人工生化检验, 缺乏高效、快
速的农畜产品无损检测装备, 无法对产品进行实时
有效的质量检测和分级。突出表现在技术水平低, 检
测时间长、效率低, 破坏样品, 人为误差大、漏检率
高, 导致农畜产品质量优劣混杂, 品质得不到保证, 
不仅直接影响国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也使我国在
进出口贸易中常处于被动状态。急需研发和推广农畜
产品品质安全快速、无损伤、可在线检测实用技术和
装备。 

“主要农畜产品品质安全快速检测关键技术与
装备研究示范”项目(201003008)实施期限为 2010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 项目的总体目标是: 突破农畜
产品品质安全快速检测领域的一系列核心技术, 建
立猪肉、牛肉、果蔬、瓜类、鱼类、粮油、奶等主要
农畜产品品质安全快速检测技术标准和规范, 实现
实时、可靠、无损伤检测大宗农畜产品品质和安全评
价, 研发自动化检测装备并示范推广, 实现对大宗多
类农产品质量快速、非破坏性检测评估, 初步建立起
一整套具有我国特色的农畜产品快速品质检测和实
时安全评价技术产业体系及实施模式, 提升我国农
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行业的整体技术实力, 缩小与
欧美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 促进我国农畜产品生产
向优质化、标准化、安全化和产业化方向健康发展。 

项目的研究任务包括 9个部分, 由 9个课题构成:  
课题 1: 生鲜肉的品质安全快速检测关键技术研发 
重点进行猪肉、牛肉品质安全快速检测共性关键

技术的改进与研发。利用光学、声学、电子、机电一
体化技术, 研发共性技术产品, 制定实用技术规程, 

并在项目示范区进行实际验证和应用。拟攻克的主要
关键技术有: 品质安全指标快速标定技术; 注水肉
快速检测技术; 生鲜肉新鲜度快速检测技术; 生鲜
肉持水性和嫩度快速检测技术; 生鲜肉细菌总数快
速检测技术; 检测速度与检测精度的最佳匹配技术; 
多品质指标同时快速检测技术; 图像信息和光谱信
息融合的肉品质模块化技术; 不同种类肉的特征信
号校正技术; 不同产地、品种肉的检测信号补正技术; 
生鲜肉评价模型的普适性数据库技术。 

课题 2: 生鲜猪肉的主要品质和安全指标的快速

检测技术集成与装备研究示范 
以生鲜猪肉多品质指标快速无损检测为研究目

标, 对国内外猪肉品质与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和生产
工艺过程进行广泛调研, 将研发的生鲜肉品质安全
快速检测关键技术与国内外现行使用的猪肉快速检
测手段进行改进、融合和集成, 构建猪肉品质和安全
多参数指标(包括持水性、新鲜度、含水量、细菌总
数)快速检测方案, 建立生鲜猪肉品质安全快速检测
配套技术模式, 试制实时检测与分类装备, 并进行试
用示范。 

课题 3: 生鲜牛肉的主要品质和安全指标的快速

检测技术集成与装备研究示范 
以生鲜牛肉多品质指标快速无损检测为研究目

标, 对国内外牛肉品质与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和生产
工艺过程进行广泛调研, 确立优先检测的项目指标, 
构建牛肉品质和安全多参数指标(包括嫩度、水分、
颜色、大理石花纹、细菌总数)快速检测方案, 试制
实时检测与分类装备原理样机, 建立生鲜牛肉品质
安全快速检测配套技术模式。利用所建立的牛肉品质
安全快速检测系统, 进行在线分级技术研发与基地
示范。 

课题 4: 鱼的新鲜度及食用安全性快速检测技术

与装置示范 
鱼类是人类的优质蛋白食物, 含有人体必需脂

肪酸。由于其蛋白和水分含量高, 在贮藏、销售中其
新鲜度是非常容易变化、难以控制的一个质量指标。
鱼肉变质初期将产生大量新的挥发物, 挥发物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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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分明显不同于完全新鲜时的; 特别是刚开始变
质时, 理化指标可能变化不大, 但挥发物已发生明显
变化, 且足以让气敏传感器有明显响应。通过对我国
鱼类资源销售、加工及储藏过程中与其新鲜度和安全
性品质相关的现状调查研究, 采用电子鼻和嗅觉可
视化技术对鱼的气味进行检测, 从而判别其新鲜度
和可食用性。开发鱼新鲜度和安全性的快速检测技术
装备, 建立鱼新鲜度检测及安全性评价数据库。 

课题 5: 西瓜品质在线快速无损检测、分级技术

与装置示范 
我国每年西瓜种植面积世界第一, 但优质瓜果

占总产量的比例较低。 另外由于西瓜具有果大和皮
厚的特点, 给品质检测增加了难度。因此, 对瓜果内
部品质的快速无损检测成为推动瓜果产业发展的一
项关键技术。本课题采用光学技术对西瓜品质进行无
损检测, 研制西瓜成熟度、重量等多指标在线快速无
损检测和分级生产线并建立示范基地。 

课题 6: 苹果农药残留的快速无损伤检测技术与

装置示范 
常规农残检测方法存在检测过程复杂、检测时间

较长、检测结果严重滞后等缺陷。本课题采用拉曼光
谱技术和生物传感器技术, 以苹果为研究载体, 检测
市售常用有机磷农药所含的有效成分的光学特性 , 
根据拉曼光谱的指纹特性, 找出农药有效成分的特
征波段, 解析农药残留图像信息和光谱信息, 确立 
农药残留物的光学特征和农药残留浓度的关系。研发
水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生物传感器装置套和苹果农
药拉曼检测系统并进行企业示范。 

课题 7: 叶菜类蔬菜农药残留的快速无损伤检测

技术与装置示范 
以叶菜类蔬菜为对象, 对其表面和内部有机磷

类农药(毒死蜱和西维因)残留进行检测, 对叶菜类蔬
菜所含硝酸盐、亚硝酸盐、重金属等安全指标, 开展 

快速检测技术的集成研究, 整合农产品质量快速检
测、信号传输、数据挖掘、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定位
等技术, 建立农药残留快速现场检测技术规范, 研制
和试制适合我国叶菜类质量安全监管特点的系列快
速检测仪器和装置, 在叶菜产地建立县域叶菜质量安
全监控网络, 集中进行技术验证与大面积示范。 

课题 8: 液状农畜产品(油、奶)中有害残留物快

速检测技术研发与示范 
农畜产品(油奶)中的有害残留物种类主要是非

法蛋白替代品、内酰胺类、喹诺酮、非法染料等有害

物残留及致病微生物。本课题致力于液状农畜产品中

的蛋白替代品、内酰胺类、喹诺酮等有害物残留物的

获取, 建立针对乳品、食用油产品中有害物的分子印
迹分析方法、化学性污染物的免疫学快速检测方法, 
开发免疫检测试剂盒、胶体金免疫检测试纸条、食源

性微生物高通量检测试剂盒等快速检测产品。 
课题 9: 畜产品中兽药和违禁药物残留的快速检

测技术研发与示范 
畜产品中兽药和违禁药物残留的检测技术主要

包括(微)生物学检测、理化检验和免疫学检测方法
等。(微)生物学检测方法操作费时而且敏感性、特异
性都较差, 不能够满足现代残留检测的需要, 使用受
到了极大的限制; 高压液相色谱、薄层层析法、气相
色谱法、串联质谱法以及色/质联用分析法(包括气/
质联用和液/质联用)结果准确、适用范围广, 但是因
其具有设备昂贵、技术复杂、运行费用高、检测周期

长等缺点, 一直无法开展大规模的筛查和现场检测, 
无法单独满足保障食品安全的检测需求。本课题采用

免疫学快速检测技术制备人工免疫原, 并进行动物
免疫试验, 生产制备抗体。通过杂交瘤技术或者建立
鼠源噬菌体抗体库, 建立高效、快速的抗体制备技术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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