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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现状及建议 

郑天驰, 王钢力, 曹  进*, 张庆生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北京  100050) 

摘  要: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并且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食品

种类繁多, 人们购买食品时, 对于食品包装上的成分和含量的了解不充分, 同时, 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安

全的监管不到位, 都可能间接导致人们的生命健康受到一定的威胁, 给我们的健康生活带来不利影响, 更可能

造成心理层面的伤害。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 免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威胁, 建立和完善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具有

重要意义。文章介绍了快速检测方法的特点, 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国内外的应用现状, 快速检测产品的生产现状, 

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尚存在的一些问题, 展望了在食品流通过程中食品快速检测技术的发展前景, 并提出了对

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应用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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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consideration of food rapid test method 

ZHENG Tian-Chi, WANG Gang-Li, CAO Jin*, ZHANG Qing-Sheng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Food safety has been an issue of concern, and gets more and more people's attention with the frequent 

food safety incidents. Given the variety of types of food, when people buy food, to understand the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of food packaging is not sufficient, while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department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 is not 

in place, it may indirectly lead to people's lives and health by certain threat and give us an adverse impact on healthy 

living, and more likely to cause psychological harm. To protect people's health, free from the threat of food safety 

issues,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food rapid detection is importan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 tests, food safety test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production situation of rapid testing 

products, unresolved problems of rapid detection of food technology, looked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rapid detection in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technology prospects, and propose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rapid dete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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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是事关人民健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

略问题[1]。近年来, 因环境污染、农兽残超标、添加剂滥

用、贮藏不当等因素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

关注[2]。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工作是科学监管的重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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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撑[3], 也是监督执法的重要科学依据和技术手段之一,

在以往的监督执法实践中, 利用传统的检验方法虽准确

性、灵敏度高, 但操作复杂、耗时长、成本高, 难以及时、

快速地监控食品的安全状况, 不适合进行大量样品的筛选, 

因此, 简单快速的检测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  食品快速检测概述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目前尚没有经典的定义, 通常认

为是包括样品制备在内、能够在短时间内出具较准确检测

结果的行为[4]。所谓快速检测技术, 首要的是能缩短检测

时间, 以及在样品制备、实验准备、操作过程和自动化上

采用简化的方法, 在此意义上, 快速检测技术应具有以下

4个方面的特点: 1)实验准备简化, 样品经简单前处理后即

可测试, 使用的试剂较少; 2)对操作人员技术水平要求低; 

3)样品在很短时间内测试出结果; 4)节约成本, 尤其是对大

量样本的筛查工作, 可缩短时间消耗、大大节省开支。按

照应用场合和检测时间的不同,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方法可

分为实验室快速检测和现场快速检测方法。实验室快速检

验方法是指包括样品制备在内、能够在 2 h以内出具检验

结果的理化检验方法或能够大幅度缩短检验时间(相比传

统检验方法缩短 1/2 或 1/3 检验时间)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现场快速检验是指可用于现场并且在 30 min 内可出具检

验结果的方法, 能够在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内出具检验结

果的则为比较理想的现场快速检验方法。从定性定量角度

来看, 食品安全快速检验又可分为定性检测、半定量检测

和定量检测。前两者常用于现场检测, 对半定量检测难以

确定的结果, 需送实验室进一步检验。对于定量检测[5], 一

般需要在实验室进行。 

3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的应用 

3.1  国外应用现状 

美国、韩国等一些国家相继投入一定力量研发快检方

法及产品, 如疯牛病污染快检方法、酒精中甲醇的快速检

验方法。一些发达国家研发使用了试剂盒、速测卡等, 并

研发了便携式仪器及车载仪器。国外快速检测技术的研究

更多注意力放在控制食品生产关键环节及致病菌、转基因

的快速检测上[6], 大多将实验室大型仪器小型化、便携化, 

更多看中快速检测的准确度, 开发自动化程度高的快速检

测设备。国际间的交流也在加快、加大, 取长补短将是一

个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 由于食品企业规模大, 自律意识强, 法

律执行力度大, 法治较健全, 快检的重要性不如我国凸显。

就食品安全现场快速检验技术而言, 各国依照其国情的不

同, 关注焦点不尽相同。有些是各国共同关注的, 如微生物

污染、农药残留[7]、金属污染物、亚硝酸盐等。有些是依

其国内易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而开展的研究项目, 如牛肉

中疯牛病因子的快速检验, 是一些发达国家研发的重点。

实验室快速检验与筛查的技术和仪器设备, 如色谱-质谱

联用仪, 在发达国家颇受重视, 主要用于进出口检验和定

期监测及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急检验与分析等[8]。显然, 为

此不仅要求准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而且要达到更高的通

量。另外, 在发达国家, 由于食品生产规模化程度高, 对生

产现场质量控制技术与仪器有着很大的需求, 所以在线质

控技术与设备在发达国家非常受重视, 通常将其视为建立

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GMP)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CP)的重要环节和措施。 

3.2  国内应用现状 

国内食品安全快检市场的需求正逐步扩大, 2006年以

前需求主要集中在食品出口企业。此后逐渐转变, 内销企

业的需求也开始呈上升趋势, 首先在乳品和畜禽业中有较

大规模的使用, 目前已在很多食品领域的企业推广使用。

食品快速检验设备已经登录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型超市, 

并且覆盖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很多宾馆、饭店和食堂(特别

是学校食堂等)等也都逐渐购置了快检产品, 特别是快速

检验卡、快速检验试纸等方便易用、成本低廉的产品。据

新京报报道, 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表示, 2013 年作为政

府为民办的重要实事, 要为 150 家高校食堂、学生营养餐

加工配送单位以及大型集体用餐单位配备检测设施, 并将

在 3年内在高校食堂配齐食品安全快检设备。 

根据企业性质的不同, 其对食品快速检验产品的需

求也不同。在初级农产品方面, 如种植养殖业, 主要需求为: 

重金属检验、水分水质分析、动畜疫病检验和疫苗检验; 在

食品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环节, 主要需求为: 农药残留、营

养成分分析、微生物检验、毒素检验、兽药残留检验、疫

病检验、非法添加物检验等; 在食品市场流通环节, 主要

需求为: 农药残留、营养成分分析、微生物检验、毒素检

验、食品添加剂检验、理化成分分析、兽药残留检验、疫

病检验、非法添加物检验; 在食品的终端消费环节, 如各

类餐饮服务单位, 主要需求为: 微生物检验、毒素检验、

食品添加剂检验、烹饪过程中的有毒有害物检验[9-14]。 

目前, 食品安全快速检验装备已大量应用于工商、食

药监系统中, 不仅应用在重大活动保障和每年五一、中秋、

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还可

广泛应用在日常巡查开展快速检验工作以对食品、餐饮食

品安全进行日常监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1

年发布了《关于印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检验机构技术装备

基本标准和现场快速检验设备配备基本标准的通知》(国食

药监食[2011]130 号), 要求在各级监管部门配备快检设备

用于餐饮食品安全监管。一些部门和单位已将开展快速检

验工作纳入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考核, 定期进行通报和督查, 

并适时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验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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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的研发 

经过我国食品安全检验实验室科研人员的多年努力, 

我国在农药残留检验、兽药残留检验、重要有机物的痕量

与超痕量检验、食品添加剂与违禁化学品检验、生物毒素
[15]和中毒控制常见毒素检验、食品中重要人畜疾病病原体

检验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在卫生部、

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和农业部的支持下, 科技部在“十

五”期间设立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 

进一步推动了国内食品快速检验技术的发展, 经过 5 年的

攻关后, 已经取得了一批突出成果: 在快速检验方法和试

剂盒的研制方面, 目前已成功研制食品安全农药、兽药、

生物毒素、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和违禁化学品等检验

试剂盒 29个, 建立了食品安全各类快速检验方法和确证方

法共 94项。如研制的禽流感荧光 RT-PCR检验试剂盒, 从

过去的 21 d检验时间缩短到 4 h; 在检验设备方面, 研制出

了一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检验设备。研制成农兽药、生

物毒素等食品安全相关检验设备 25项。食品安全快速检验

车已在质检、食药监管系统配备了多辆[16]。 

5  快速检测产品的生产现状 

目前, 根据市场上销售的食品快速检验产品划分, 主

要分为快速检验卡、快速检验试纸、快速检验试剂或试剂

盒以及快速检验小型仪器和设备 4大类。根据目标食品和

检验指标划分, 又可将市场上的食品快速检验方法分为常

见化学污染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非法添加物、微生

物、生物毒素、表面清洁度及其他食品快速检验方法, 这

些方法目前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7-22], 不仅从食品生产企

业到监管部门得到应用, 甚至已逐步走入普通百姓家庭, 

成为保障终端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手段。食品快速检验方

法的应用范围可分为以下几类: 按食品安全的监管职能分, 

已在农业、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出入境检验等个

多部门使用; 按应用行业分, 有畜禽、乳制品、蜂蜜、菠

菜、瓜果、茶叶、水产行业等; 按经济性质分, 有连锁型

餐饮业、连锁型超市、大型种养殖基地、食品生产企业以

及有集体食堂的各类学校、医院、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按

企业经营性质分, 包含了养殖业、餐饮服务业、生产加工

型企业、运输企业、贸易型企业等。 

我国食品安全快速检验方法及产品研发和生产机构

规模小, 资金实力薄弱, 尤其是配套试剂、耗材和仪器设备

等方面的研发能力相对较弱, 技术水平良莠不齐[23,24]。目

前, 国内市场的食品快速检验方法研发生产企业不足 50家, 

但是销售食品快速检验产品的却有百家以上, 很多企业并

不具备生产和研发能力, 接到订单后进行委托加工贴牌销

售。相关的生产企业之间其快检产品的种类和产量差距非

常大, 大型企业的快检产品种类可达到 300 种以上, 年营

销额过亿, 而一些小企业却仅能生产两三种试剂盒, 年产

量不足一万套, 销量只有几千套。 

经过组织多方协作调研, 收到 800余条食品快速检测

产品的信息, 涉及 31企业的 600余种产品。其中农药残留

类产品 32 种、兽药残留类产品 309 种[25-28]、危害物产品

248 种、化学污染物产品 10 种[29]、致病微生物类产品 64

种、表面清洁度类产品 5种, 其他产品 151种。其中, 32%

的产品是快速检测卡, 6%为快速检测试纸, 38%为快速检

测试剂或试剂盒, 24%为快速检测小型仪器和设备。所有产

品中, 超过 50%为企业拥有全部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的, 

另外略低于 50%的产品知识产权情况未知。所有产品中, 

仅有 33个产品取得资质或通过认定。 

6  快速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 

6.1  快速检测生产问题 

虽然食品快速检验技术发展快, 有广泛的应用市场, 

但也存在很多问题[30], 制约了快检技术的发展。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6.1.1  方法研发方面 

市场上大多数快检企业规模小, 资金实力薄弱, 尤其

是配套试剂、耗材和仪器设备等的研发能力相对较弱, 技

术水平良莠不齐。现阶段, 快检方法研究多为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完成, 即便快检行业中起步较早、市场份额

占有率高、拥有自主研发实力的企业, 其生产研发实力和

人员技术水平仍然不容乐观。 

6.1.2  产品生产方面 

快检企业的生产水平差距较大,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标准化研发实验

室、SPF 级实验动物房及洁净度达标的标准生产车间, 配

备液-质联用仪、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等大型精密

仪器 , 并且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3485:2003 医疗器械管理体系认证; 同时, 还有不少

只能生产简易快检试剂、试纸的小厂家。受生产水平的制

约, 不同厂家的产品质量差异较大, 快检产品的稳定性和

准确性仍需不断提高。因此, 增加产品的稳定性, 降低检验

结果的差异性, 也是未来快速检验技术重要的发展方向。 

6.1.3  产品技术评价方面 

由于快速检验技术涉及学科专业多, 尚未建立相对

统一的标准要求, 也未建立快速检验方法的评测机制, 加

之市场上的快检产品声称的检验范围混乱, 导致使用方在

采购和使用上只能盲目听信企业宣传, 快检方法在实际应

用中的适用性、结果的准确性等难以得到保障。 

6.1.4  快检技术与行业发展方面 

我国食品安全快速检验方法及产品领域尚属管理空

白, 尚未建立准入门槛, 企业的研发与行业的发展没有规

划, 无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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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快速检测应用问题 

在食品安全监管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食品安全

快速检验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手段, 在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

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6.2.1  产品检验范围过窄 

现行食品快速检验箱的设施功能基本上仅限于对蔬

菜的农药残留、部分食品中的二氧化硫等十几种食品的快

速检验, 只适用于农贸市场部分食品[31-34], 不能对流通环

节的诸多食品种类进行全覆盖检验。 

6.2.2  试剂质量参差不齐 

快速检验实践中, 基层发现存在着有些试剂标注不

清的问题, 给现场快速检验带来较大的困难; 此外, 检验

箱中现有的试剂、试纸剂量都较少, 有些试剂使用周期较

短, 影响了食品快速检验的效能。有时甚至出现未等实施

监测, 药剂就已过期失效的现象。 

6.2.3  受所处环境条件限制 

快速检验箱的使用受现场条件制约, 比如使用农药

残留速测仪和硼砂速测盒进行检验时, 要求现场用电[35-38]; 

做硫酸镁含量测定时需要用小台秤进行称量。但诸多被测

对象在农贸市场或多为小食品经营户, 经营场地狭小, 有

的没有配备用电设施和衡量器具, 给现场食品快速检验带

来了不便。 

6.2.4  配套设施不全、工具简陋、准确性不高 

食品快速检验的配套设施不全, 比如甲醇快速检验

试剂必须在冰箱中避光保存, 试剂打开后若未及时使用则

易造成浪费, 但现有的快速检验箱没有这些设备[39,40], 无

法解决冷藏保存问题。再者, 检验箱中的检验工具易坏且

简陋。玻璃器具容易破碎损坏, 应选用防震、耐腐蚀的玻

璃器具或增加备用数量。此外, 食品快速检验也存在着检

验准确性方面的问题[41], 有的地方就曾经有过此类教训, 

工商分局用快速检验仪反复多次检验面粉, 均表明其中含

有“吊白块”成分, 而送检到有资质检验机构检验结果却恰

恰相反, 给检验工作造成被动, 给执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 

6.2.5  结果缺乏有效性 

依据现有法律、法规, 快速检验结果作为执法依据必

须具备 3 个要件: (1)检验机构必须经过依法认证。依据现

行法律规定, 只有通过计量认证(对检验机构的法定强制

考核)的检验机构, 才可以向社会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

验报告。(2)检验人员必须具有法定资质。合法检验报告上

的任何一个实验数据, 其产生过程中涉及的检验人员必须

经相关机构考核, 具备上岗资质。(3)检验设备必须合格。

检验设备必须定期经质监部门计量检验, 取得合格证。 

6.2.6  经费严重不足 

诸多地方政府没有核拨食品安全经费, 致使无法正

常购置检验试剂、药品等必需的检验物资, 一些单位的快

速检验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6.2.7  队伍水平不高 

现有检验人员只是经过短期培训, 食品检验专业知

识仍显欠缺, 对食品需测与否判定不准, 操作方法不熟练

直接影响了检验结果的精准度, 同时由于人员调整等原因

造成检验队伍不够稳定, 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无人能够从

事检验工作的状态。 

6.2.8  闲置状况比较严重 

针对卫生监督系统部分单位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发现, 

12个配备快速检验设备的机构中,有 5个县(区)级机构未使

用过现场快速检验设备[42]。 

6.2.9  后期成本较高 

通过市场上常见的快速检测方法的调研, 快速检测

方法由于存在检测通量的限制, 同时日常检测的样品量较

少 , 因此 , 整体快速检测方法的使用 , 在后期成本方面 , 

一直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最便捷的试纸或者测试片方法, 

成本基本也在 2~10 元/样本之间, 如果面临大量样本的测

试, 特别是入场或者入市大量农产品测试, 其后期应用成

本将较高, 直接增加了产品的销售成本。 

7  食品流通过程中快速检测技术发展及展望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经历了从 20世纪 80年代最早

的纸片发展到当今的便携式仪器, 从简单的几个项目的检

测发展到上百个项目的检测, 从初期的食物中毒突发现场

处理到今天的全民食品安全预防,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

经历了 5 个阶段的变革: 快速检测试剂(包括试剂盒和试

纸); 快速检测箱(包括试剂盒、试纸及辅助工具); 快速检

测仪器(读数仪和辅助仪器); 快速检测箱(包括试剂盒、试

纸、辅助工具、读数仪器及辅助仪器); 快速检测车。现场

快速检测方法与国家标准方法和仪器法相比具有操作简

单、快速的优点, 但由于大多数快速检测方法在样品前处

理[43]、操作规范性方面还有许多待完善之处, 目前还只能

作为快速筛选的手段而不能作为最终诊断的依据, 而兼具

快速和准确两大优点则是快速检测方法追求的目标。随着

高新技术的不断应用, 食品安全现场快速检测主要呈现 4

大趋势: 一是检测灵敏度越来越高[44], 残留物的分析水平

已达到 IV-g; 二是检测速度不断加快; 三是选择性不断提

高; 四是检测仪器向小型化、便携化方向发展, 从而使实

时、现场、动态、快速检测正在成为现实。针对中国的特

殊国情, 目前很多基层单位对速测技术的应用还只处于定

性或半定量水平, 易用型的小型化仪器的应用是快速检测

技术的发展趋势。现在的食品安全快速检验装备已经能够

基本覆盖大部分的检验项目[45], 并且在某些检验项目上, 

除了测试时间短的优势外, 在检验灵敏度及准确度上已经

达到甚至超越常规检验方法[46]。 

8  对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应用的建议 

综上所述, 目前在流通环节中常见的快速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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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非食用物质、真霉菌

毒素、金属污染物等方面, 基本可以满足日常样品的风险

监测和问题样品筛查, 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简便性、准

确性、相关管理限值的匹配性以及使用成本等方面是具体

快速检测方法应用于实际样品筛查工作中凸显的主要问题
[47]。另外, 目前而言, 快速检测方法的法律法规合规性、

在实际样品检测中的适用性、快速检测方法的实际参数验

证等方面均有较大的缺陷, 直接限制了相关方法的使用和

日常监测评价中的运用, 有必要针对上述快速检测方法在

实际使用中的具体应用加以规范和标准化, 在整体食品安

全风险交流管理中, 也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风险评价研究, 

并考虑进行相关检验方法在整体应用中的经济效益分析, 

以保证在相关快速检测方法管理和日常使用两个层面得到

重视和加强, 发挥其在日常食品安全评价和日常监督中的

作用[48]。对食品快速检测的起源、发展及主要技术等进行

了整理和分析, 可以看到目前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在农产品

质量监测、田间管理、流通环节中农产品及相关食品中质

量和安全性筛查、日常食品加工等方面有着较多的应用[49], 

但是, 尚由于管理、应用的局限、效益成本的限制还没有

得到规范和合理使用, 需要在加强规范和标准化的基础上, 

针对流通环节中食品及农产品快速检测进行推广性运用, 

以丰富日常舆情发现和食品安全预警的技术手段, 拓展监

管触角, 完善流通环节食品日常监督监管体系, 加强智能

型、广域性食品安全监管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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