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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应对日益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检测机构不断增多, 整个行业也在不断地积极加强自身检测

体系的建设, 以提高检测能力。本文总结了近年来食品检测行业在实验室质量管理方面的经验, 阐述了检测机

构在综合化的网络服务能力、主流仪器设备的充实, 以及实验室资质认可和提高等方面的质量管理现状, 着重

分析了在样品采集、检测技术开发、专业人才培养, 以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

措施和建议, 以推动食品检测行业的发展,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关键词: 食品检测; 质量管理; 发展现状; 改进 

Discussion of pres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method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food safety detection system 

JIA Li1, 2, MA Li-Li1, LIU Yan1, FAN Xiao-Jing1, LIU Qing-Jun1, ZHU Jian-Ming2* 

(1.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Food Safety Analysis, Beijing Centre for Phys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Beijing 100089, China; 2.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mand for food safety quality, the food detection industries continue to grow,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detection systems is improving. In this study, experience in quality management of 

laboratories of the food detection system was summarized. This paper also focu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including the ability of network service, purchasing mainstream device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apability and 

standard of food testing laboratories. The problems in sample coll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etection 

technologies, professional straining and the information system were 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 some relevant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advice were put forward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detection 

industries and then improving the service for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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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 我国食品生产企

业被广泛关注, 而食品检测行业也被相应催热。目前我国

拥有各级农产品检验检疫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站)、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等监测机构达 23000 多个[1]。但与

我国目前巨大的食品检测行业发展空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相对落后的质量管理工作, 如何让这一市场有序发展,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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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其最大效益, 是政府和企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 

质量管理的核心是提倡预防和源头治理, 不仅包括

事后检验、修改或返工, 所以, 21世纪的质量管理从原来的

事后检验阶段扩展到事前的预防管理、事中验证、事后监

控的“三事”并行的管理理念。而食品检测行业初期的质量

管理主要集中在检验环节, 其实质是“在质量方面指挥和

控制实验室的协调活动” [2]。 

近些年, 我国食品检测实验室发展很快, 无论在规模

上还是在硬件上都有很大的改善。与此同时, 很多食品检测

实验室又引进不少硕士和博士, 食品检测人员的学历水平

有着显著的提高。许多食品检测实验室通过资质认定和(或)

实验室认可, 检测更加规范, 检测水平进一步提升[3-6]。 

自 2000 年起,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 我国出现了

以管理功能为核心的各种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软件[7]。实

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LIMS)[8]也从无到有, 从弱小到完善, 升级换代多

次[9]进入食品检测领域。2003 年, 国家质检总局全面推行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一些大、中型食品生产加工

企业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 并且有的

还通过了 CNAS认证[10]。 

本文阐述了我国食品检测行业质量管理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 并为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改进措施。 

2  我国食品检测行业质量管理现状 

目前我国食品检测行业的质量管理工作更加全面、系

统, 力求“三事”兼顾。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迅猛发展, 食品安全检测市场需

求日益扩大, 第三方检测实验室赢得了一个较宽松的发展

环境, 并呈现出政府、民营、外资 3 大类检测机构“三足鼎

立”的局势[11]。目前国内第三方食品检测机构主要包含行政

化机构、外资机构和民营机构。其中行政化机构直接负责生

产环节、餐饮、保健食品等食品安全检测工作; 部分民营、

外资检测机构依靠自身服务能力进行市场化运作[12]。 

由于客户的检测需求是多样化的, 因此, 综合化的网

络服务能力是满足客户需求的关键。专门为第三方检测机

构提供全方位宣传服务的“我要测”网站于 2010年 5月创办, 

检测机构可以随时通过网站发布能提供的各类检测项目及

举办的培训、会议信息等。2014年 11月 12日检测业首个

移动端检测平台(m.woyaoce.cn)上线公开测试, 检测用户

可以用手机登录根据检测机构、检测项目和样品寻找相应

的检测服务。“我要测”网站的会员检测机构也将免费获得

超值的移动推广平台。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 各级

政府主管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全面保障

和持续支持, 很多食品检测机构正逐步淘汰一些检测精度

不高的仪器, 充实日常工作所需的主流设备。 

在质监系统内, 省、市、县的三级质量监督检验所都

建有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 但是质量管理中存在布局分

散、体制不顺、信息不畅、数据不准、重复建设、队伍素

质不高等问题, 严重阻碍食品安全检测工作的开展。为了

改变这种滞后的状况, 2009年河北省质监局启动并迅速完

成了河北省质监系统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重点实验室建

设, 经过整合, 质监系统目前由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

院、10个市级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 以及 32个食品

安全重点县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组成。除省食品质

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经国家 CMA、CNAS等认证外, 其他 42

个市级和县级监督检验中心均通过了该省的计量认证。全

省检验能力、检验设备、实验室面积均有大幅度提高或增

加, 全面提升了食品安全检测能力[10]。 

由于检测行业是人力和技术密集的行业, 技术人才

是企业竞争的核心。检测企业的核心产品是检测数据和检

测报告, 其核心产品的质量极其依赖人才, 人才决定着检

测机构的发展[13]。目前我国食品检验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

务水平正逐步提高, 职称及学历结构日趋平衡, 中高级职

称和高学历人员比例增加, 基本能适应现代食品检验的发

展对检验人员的素质要求。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实验室能提供准确、可靠的检测

结果, 一些检测机构定期组织实验室参加国内、国际水平

的实验室间比对、实验室内部盲样考核、人员比对等。 

实验室认可是自愿性的、与国际接轨的一种认可, 在

2009年我国还处于推广阶段, 普及程度较低。常迪等[14]调

查显示全国只有 4.9%的实验室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委员

会的实验室认可。 

另外, 一些检测机构借鉴欧美发达国家专人负责实

验室质量管理的经验在检测技术中心设立质量部, 将质量

管理的很多工作落到实处, 解决了由技术人员分别承担部

分管理工作时人员和工作量增加造成管理混乱的弊端。质

量部主要有以下功能 : 建立系统的管理体系 , 并进行实

施、改进; 实施和监督与检测相关的质量控制活动, 如建

立实验室的能力验证计划; 建立绩效考核体系; 对仪器设

备进行系统管理, 包括仪器的校准、维护保养等; 负责质

量投诉工作的反馈等[15]。 

2010 年, 国家质检总局开展了“实验室检测工作整

顿”活动, 以为社会负责、为公众负责、推动食品产业健康

发展的主旨, 进一步规范了实验室检测行为, 对于提高检

测质量、保障食品安全十分必要。我国实验室普遍建立和

实施了 ISO/IEC17025质量管理体系, 达到了《检测和校准

实验室管理的通用要求》[16]。 

3  我国食品检测行业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快速发展的食品检测行业背后, 还有一些需



3306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6卷 
 
 
 
 
 

 

要关注的质量管理方面的问题。 

3.1  样品采集不合理 

食品检测机构的服务群比较广泛, 分散不易采样。部

分检测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 缺乏与客户有效、快捷的

沟通手段和途径。并且采样方式比较传统, 不同抽样人员

的抽样标准和方法理解不一致, 抽样文书填写不统一, 格

式不规范, 且样品单填写需耗费大量的时间[17]。此外, 检

测总量比较大, 采样频率高, 而检测费用也相对较低, 某

种程度上影响检验收益和效率[12]。 

很多检测机构的抽样方案不够优化, 存在对食品安

全影响较小的因素测定、多次达标的产品重复抽检等问题, 

浪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3.2  检测手段不科学 

缺乏对仪器设备及其工作环境的有效监控, 不能定

期检查和维护, 影响仪器的准确性和灵敏度, 从而对检测

结果造成不良影响。 

伴随着检测技术和检测方法的不断创新, 仪器设备需

要不断地更新以提升检测水平。一些标准方法陈旧, 实验过

程中前处理繁琐, 需要开发新的技术以提高工作效率[18,19]。 

3.3  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一些机构虽然具有高学历的人才, 但是食品安全检

测技术研究能力基础薄弱, 专业检测素质较差[10,20]。 

缺少专业的质量管理人才, 技术人员兼职质量管理

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 其工作量增加时会导致管理混乱, 

使得部分质量监督和控制活动不能按计划进行[21]。 

3.4  信息化建设不完善 

虽然很多检测机构引进了 LIMS 管理系统, 但是对于

客户信息的维护和报告的跟踪、反馈方面的建设相对落后。

并且有的从业人员对该管理系统的功能及应用不熟悉, 导

致运行效率低下。 

4  改进措施与建议 

针对食品检测行业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以上问题 , 

特提出以下建议。 

4.1  优化样品采集方案 

根据食品质量、产地、抽检地点和季节等确定优化的

抽检方案, 减少检测结果稳定或者检测情况较好的食品种

类的检测次数, 增加结果不稳定或检测情况较差的食品种

类的检测次数, 既能保证较好的检测效果, 又能节省时间

和费用, 一定程度上提高食品安全的检测效率[22]。 

4.2  确保检测手段科学可靠 

制订各种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 定期检查并经常维

护和保养, 使仪器在最佳状态下运转, 保障实验结果真实

可靠[23]。 

科学的检测方法也是保证检测结果质量的关键。实验

室应对采用的非标准方法, 超出适用范围的、需要变更的

方法进行确认, 以保证其可以适用于当前的检测环境。另

外, 食品检测机构应该建立并实施与检测能力相适应的方

法和标准跟踪机制, 确保检验方法和标准的有效性[24]。 

检测机构还应不断完善、提高现有的检验项目的检测

水平。发展简易的检测手段, 开发如滤过型净化等类型的

快检技术和材料, 提高工作效率[25,26]。时刻关注最前沿的

检测技术与方法, 以不变应万变[27]。 

4.3  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 

提高检验人员业务素质和能力。积极开展继续教育, 

增加企业内部检测人员的培训交流次数, 培养具有高水准

的检测人才。及时更新检测人员业务知识, 制订专业检测

人员长期的培养计划, 分层次、分步骤地进行培训[28,29]。

此外, 检测行业可与专门的研究机构合作以吸纳人才[13]。 

检测机构应设置专门的质量管理部门, 招聘具有质

量管理经验的人才, 并且该部门工作人员不得参与检测任

务, 以保障质量管理工作有序进行。 

4.4  加强信息化建设 

推行全程一站式服务将是我国食品检测机构发展的

方向。食品检测机构应建立完善的 LIMS 管理系统操作规

程, 配备具有 IT 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 定期对相关

程序进行评审, 负责对信息系统操作的培训, 使从业人员

掌握相对快捷的现代化信息技术, 从而可以提升检测服务

能力和水平[30]。例如, 可以建立与客户互动的手机平台, 

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 引入二维码实现检测样品的采集与

加工 ; 建立完善的食品检验线上平台 , 开发具有在线委

托、动态跟踪、在线咨询、问题回馈等多个模块的网站模

式[12,31]; 对送检的客户和样品建立数据库, 分类管理; 专

业的物流配送检索模块可以更快、更有效的完成对样品及

报告的跟踪和查询。 

4.5  科学管控检验流程 

在检验工作中可以运用 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

制点)原理, 确定食品安全监管链条上的关键控制点, 并给

予密切监控, 包括抽样、样品保管、检测方法等检验全过

程, 使检验工作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测试行为, 而是一个科

学、完善的系统工程, 确保准确、公正地完成食品安全监

管链条上的质检工作部分[32]。 

5  总  结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食品检测行业发展前

景光明。加强食品检测行业的质量管理, 提高食品检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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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实施和落实国家食品风险监测效果, 及时发现不合格

食品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整改, 把食品危险因素控制在食

品进入人群之前, 防止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以保障人们的

饮食健康[33]。通过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实践活动, 可以提

高企业的质量绩效和运作绩效, 从而有助于建立持续的竞

争优势[34,35]。为了适应变化并谋求自身的发展, 食品检验

机构应把持续改进质量管理工作作为永恒的目标和永远的

追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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