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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事关民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

题, 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广泛关注, 而食品安全检测技
术是食品质量保证和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基础。为了

提高检测水平, 我国研究者积极探索新型稳定、准
确、高通量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进展, 对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
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撑。 

1  食品安全与检测研究现状 

近年来, 由于环境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非法
添加及掺假等带来的日趋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加
快建立健全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促进新型食品安

全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新设备、

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投入使用, 我国的食品安全
检测技术有了较大发展, 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分析
检测体系。基于不同检测技术开发的分析仪器正向便

捷化、智能化发展, 并能够对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实
现准确、灵敏的检测, 这也标志着我国现行的食品安
全检测技术在基础研究和广度深度等方面的进步和

深化。由于食品样品的特殊性, 适时、准确、灵敏、
高通量、便捷的检测方法已成为食品安全检测过程的

新目标和新要求。随着国家在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相

关技术研究支持力度的加大, 并在食品安全检测技
术方面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在“十一五”、“十二
五”等重大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立项中提出了多项与

食品检测技术相关的课题。 
基于色谱、光谱等原理的仪器分析方法是食品中

有毒有害物质检测中常用的方法之一, 具有灵敏度
高、准确性好等优点, 但通常对样品的前处理要求非
常严格, 且需要对检测人员进行培训, 不适合现场及
大量样品的筛选和快速测定。电化学方法利用待测目

标分子直接或间接在电极表面发生电化学反应产生

电化学信号(电流、电位、阻抗等), 从而实现对目标
物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测量的一项技术。电化学方法

所需的设备仪器简单、操作方便, 易实现自动化和现
场分析兼具高灵敏度和成本低的特点。 

利用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原理的免疫分析在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充当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酶联免

疫技术(ELISA)、标记免疫层析(包括胶体金、量子点、
上转换发光材料等免疫层析)、荧光免疫等多种方法
在食品中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生物毒素、过敏原等

污染物的检测上发挥重要作用。将免疫原理结合现代

分析技术和手段探索开发新型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新

技术的研究正在逐步进行。 
随着现代分子技术的快速发展, 新的分子生物

学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并被应用于食品安全快速检

测。在致病微生物检测方面, 核酸杂交、核酸扩增、
基因芯片等技术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技术框架。单链

DNA 适配体分子能够吸附在纳米金表面以减少其团
聚。当加入相应的分析物时, 与适配体结合而使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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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进而引起纳米金团聚变色, 可便捷地用于食品中
抗生素的检测。 

我国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经过研究者多年的努力,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并形成以仪器分析、免疫分
析、分子技术等互补的食品分析检测体系; 另一方面, 
由于食品样品的特殊性和有毒有害物质的多样性 , 
新型检测技术如何在实际样品中普及应用上存在一

定的距离。 

2  快速检测技术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专题, 在仪器分析、免疫分
析和分子技术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领域对投稿稿件

按照《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的创新性、科学性、

实用性标准进行筛选, 共收录了水平相对较高的 11
篇优秀学术论文, 分别从仪器分析、免疫分析和分子
技术等方面对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新技术、新手段进行

综述, 并对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生物毒素及过敏原
等检测研究进行了总结。 

本专题收录的论文, 从不同层面上深入介绍了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新技术的新进展。首先指出了传

统的仪器检测方法在检测食品样品中的危害因子

如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生物毒素及过敏原等有毒

有害物质的准确性高, 可操作性强, 灵敏度高等优

点及通常需要较为复杂的样品前处理过程, 不利于
现场检测等缺点, 同时对新型分析方法如便携式介
电常数快速测定仪、电化学分析方法等和前处理方

法如磁固相萃取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其次, 对于
新型免疫分析方法如荧光微球免疫层析法、标记免

疫层析技术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过程中对生物毒

素或酪蛋白过敏原的研究现状和应用前景作了详

细阐述。第三, 对分子技术包括核酸杂交、核酸扩
增、基因芯片技术等检测食源性致病菌的研究情况

进行概括论述。 
本专题同时还专门对真菌毒素检测、单克隆抗体

制备杂交瘤细胞的筛选等关键技术和步骤进行了详

尽的论述和总结。 
食品质量和安全控制需要建立以仪器分析、免疫

分析、分子技术为基本框架的完整的食品安全检测体

系, 需结合荧光、比色、电化学等新兴的分析检测技
术, 发展新型的准确、灵敏的食品安全检测方法。同
时, 积极推广现行或新开发的检测方法, 覆盖不同食
品样品中不同有毒有害物质的分析检测, 对完善我
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本期专题的出版能够促进食品安全快速检

测领域相关技术的交流, 提升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
领域的科技支撑能力, 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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