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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异物种类来源及检测技术评述 

靳欣欣, 潘立刚, 王  冬* 

(北京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中心,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 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7) 

摘  要: 为找出在食品从农田到餐桌各环节中应重点留意易混入的异物的尺度与种类, 本文整理了 2014~2015

年度 360起中国大陆食品异物事件的相关新闻报道, 对发生异物事件的异物种类、食品种类进行了归纳, 对食品

中异物尺度的分布进行了统计, 通过分析, 得出结论: 昆虫-生物类、金属类、毛发类及不明异物都是较为常见的

异物; 精加工类食品是容易混入异物最多类型的食品; 在各类形状(块状、片状、条状)异物中, 0.5~3cm尺度是最

常出现的异物尺度, 从而为异物去除和异物检测方法的选择提供数据支持。本文还对容易混入的食品中异物及食

品加工的食品原料、接触人员、设施设备、环境卫生各环节进行了评述, 并简述了食品异物检测的各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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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source and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foreign bodies in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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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Research Center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s and Testing, Risk Assessment Lab of Agri-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Beijing), Beijing Municipal 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Beijing 100097,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360 food impurity events related news during 2014~2015 in China. These 

incidents were cataloged by the types of foreign body and the food. The distribution sizes of foreign bodies were 

conferred. The conclusion showed that the insect, metal, hair and unknown foreign bodies were the common foreign 

bodies, and highly processed food was easily mixed with foreign bodies. The 0.5~3 cm was the most frequent size in 

foreign bodies of foo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selection of foreign body removal 

and foreign body detection methods. Then sources of mixed foreign bodies were speculated, as well as the methods of 

detection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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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几年, 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食品

行业属于高投诉量行业[1-3]。其中, 食品异物引发的消费者

投诉比例相当大[4,5]: 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整理了《2002年

~2012年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集》, 莫名等[6]在《事件集》中

收集的 4302个事件中筛选出 359个针对超市顾客投诉的食

品安全事件, 其中异物污染事件 71 个, 占 19.8%; 孙晓军

等[7]统计了 2005~2010 年度玄武区受理的 558 起餐饮食品

安全投诉举报, 其中因混入异物而引发投诉的占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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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生活中心发布数据称, 自 2009 年度起截止 2015

年 1 月 1 日, 全国的消费生活中心等接到的关于食品混入

异物的投诉达到 16094 起[8]。除了以上统计文献, 网上关

于食品中出现异物的报道随处可见: 近几年成为食品安全

关注热点的乳制品中, 时有婴幼儿奶粉和包装牛奶、酸奶

中出现异物的新闻; 随着电商配送外卖的普及, 外卖食品

中出现异物的报道常见诸报端[9]。 

消费者的高投诉率必然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名誉损

害, 食品中出现异物本身也危害到消费者的健康[10,11]。去

除食品异物的方法包括了人工分拣和仪器检测[12], 这 2 种

方法对于解决食品中异物这一棘手问题效果并不好。本文

选取了异物报道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 在知名食品安

全网站上整理收集了 2014~2015年度 91469条关于国内外

食品相关的报道, 并从中筛选出 381 条中国大陆食品异物

事件的相关新闻, 涉及到的异物事件总数为 360 起, 其中

可推算异物尺度的有 338起。本文旨在找出食品异物的分

布规律, 为异物去除和异物检测提供支持。 

2  异物事件发生的特征分布 

对于初级农产品、初加工食品以及精加工食品这 3类

食品, 从生产、物流、储存到销售的各个环节, 都可能因人

为或设备等原因使食品中混入异物 [13], 以下就异物的种

类、发生异物事件食品的种类及异物尺度分布进行统计。 

2.1  异物的种类分布 

按异物种类对 360起异物事件进行了统计, 结果见图 1。 

 

 
 

图 1  食品中异物种类分布图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ypes of foreign bodies in food 

 
由图 1 可知, 昆虫-生物类异物的事件数量最多, 占

43%; 此次统计中的不明异物主要以饮品中无法直观辨别

成分的沉淀为主, 占 22%; 毛发类异物占 6.5%; 将金属、

玻璃-瓷砖、塑料-橡胶、毛纺异物统一分类为材料类异物, 

总体占 22%; 其他类异物为不常见的个案, 如烟头、口香

糖等。 

2.2  出现异物的食品种类 

将出现异物的食品种类按照食品加工形式进行分类, 

结果见图 2。 

 

 
 

图 2  出现异物的食品种类图 

Fig. 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ood types contained foreign bodies 

 
由图 2可知, 首先异物事件发生最多的食品种类为精

加工食品, 占 51.5%。精加工食品是加工步骤较多、难以

直观辨认所有原料的包装类食品, 如速冻水饺、豆腐干、

火腿肠、薯片等。此类食品在生产全过程中, 参与的人员

及设备较多, 容易引发异物混入的问题。乳制品以及饮品, 

在统计精加工食品时被单独列出, 主要是考虑到近几年因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对这两类食品关注度较高, 两类食品的

异物事件分别占精加工食品异物事件的 24%和 33%; 其次

异物事件发生较多的为烹制食品, 占 38.5%, 烹制食品主

要是指餐馆、熟食店、面点店、西点店提供的食品, 如餐

馆的菜肴、外带食物、现做的包子、面包、熟肉制品等[14]。

此类食品的加工与销售过程时间接近, 权责易明晰, 但由

于缺少异物检测步骤, 因而引发的异物事件较多, 近年来, 

电商外卖送餐发展较快, 相应的食品异物事件发生的频率

也有提升[15]。 

再次对于加工步骤较少的初加工食品, 其异物事件

的发生率要低得多, 占 10%。初加工食品主要指将食品原

料经简单或初步加工后所得的产品, 如面粉、面条、净菜、

白条肉等。此类食品因加工步骤简单, 接触的人员及设备

较少, 且消费者购买后会于食用前进行简单的处理, 因而

引发的异物事件较少。 

最后, 此次统计没有发现关于初级农产品类的异物

事件的新闻。初级农产品是指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未经

过加工的产品。由于初级农产品从采收到销售, 所经步骤

较少, 且消费者会于购买后自行处理, 即使有异物也会被

去除, 此次统计中没有相关异物事件新闻报道。 

2.3  加工食品在不同尺度上的异物种类 

在本文所研究的 360起异物事件中, 可推算异物尺度

的有 338起, 其中加工食品异物事件有 63起。本文旨在为

异物去除的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初加工食品和精加工食品

需要在生产加工环节进行异物检测, 而烹制食品类没有异

物检测环节, 因而在以下统计去除了“烹制食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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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加工食品在不同异物种类的尺度分布图 

Fig. 3  The size-distribution of the different foreign bodies in processed food 

 
按照形状对食品异物进行划分, 可主要分为块状异

物、片状异物、条状异物 3 大类。其中, 片状异物主要指

刀片等厚度明显小于长宽尺寸的异物, 条状异物则是以毛

发类异物为主。按照空间尺度对食品异物进行划分, 主要

可分为<0.5 cm, 0.5~3 cm, >5 cm三大类。0.5 cm与 3 cm划

分的依据主要参考FDA健康危害评估部规定: 对存在长度

为 7 mm到 25 mm的金属碎片产品采取相应措施[16]。将异

物事件发生数目对异物尺度类别作图, 结果如图 3 所示, 

其中省去了对应尺度没有发生异物事件的异物类别。 

由图 3可见, 就块状异物而言, 尺度小于 0.5 cm的异

物中, 不明异物占比较大(41.18%), 这类异物主要曝出的

异物事件是液态商品中的沉淀, 生产方多以运输、保存条

件不当产生沉淀来答复消费者, 其次为昆虫-生物类异物, 

多以虫卵为主(23.53%); 0.5~3 cm 尺度的异物中, 以昆虫-

生物类异物为最多(60.81%), 其次为设备设施和人员接触

容易带入的异物, 即金属类、玻璃-瓷砖类、塑料-橡胶类和

毛纺类异物, 但所占比例不大(16.22%); 而 3~5 cm尺度的

异物, 金属类异物占比最高(46.15%), 5~10 cm的异物事件

总数较小。就片状异物而言, 各尺度发生的异物事件总数

较小。就条状异物而言, 尺度小于 5 cm的异物中, 占比最

高的是毛发类(60.00%), 其次为昆虫-生物类(24.00%); 尺

度大于 5 cm的异物事件总数较小。综上所述, 由图 1及图

3 可知, 昆虫-生物类、金属类、毛发类及不明异物都是较

为常见的异物。 

3  食品中异物的来源推断 

在从工厂的最初原料到消费者食用的食品的整个加

工过程中, 涵盖了原料采集、存储、物流、加工、包装、

销售各个环节。食品异物问题的来源由此可以总结为料、

人、机、环, 即食品原料、接触人员、设施设备、环境卫

生[17,19]。接下来, 根据上述对食品异物的分析结合异物可

能的来源, 对食品异物去除重点环节做出推断。 

3.1  食品原料中存在的异物 

食品的主要原料是初级农产品。对于精加工食品, 加

工处理步骤较多, 原材料混入的异物易被剔除; 而对于初

加工食品和烹制食品, 来自原料中的异物是异物的主要来

源, 容易混入的异物包括蔬果和粮食中的泥沙、草叶和昆

虫, 畜食品中的毛发、砂石等, 都是常见的来自于原料的异

物。在不同的异物种类中, 昆虫-生物类和毛发类异物常会

出现在原料中, 而砂石、草叶类的异物事件在此次统计中

没有发现, 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该类异物容易在加工食

物时被去除。 

3.2  接触人员引入的异物 

食品生产到食用的全过程都有人员的参与, 该环节

是最难以控制和规范的环节, 对于精加工食品、初加工食

品和烹制食品, 接触人员都是异物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

因, 违背相关卫生要求的行为都可能带入异物, 这就需要

做好市场监管、提高卫生意识。接触人员带入异物较多的

是毛发类, 此外还有私人物品的混入, 包括金属类、毛纺类

异物等。 

另外根据图 2中的数据, 烹制食品和初加工食品在此

次统计中出现异物事件的数目差别较大。两类食品较精加

工食品而言, 加工步骤较少, 参与的加工人员及设备也较

少, 然而由于烹制食品缺乏异物检测步骤, 在人员管理不

规范的情况下, 异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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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备设施引入的异物 

设备设施带入异物的原因主要有: 设备本身问题, 如

使用不达标、不合格设备, 设备年久失修、老化破损、维

护不佳、不按规定清洁等。这些都易造成设备本身的材料

残片混入食品中。除加工设备外, 清洁用品的使用也可能

造成异物的混入, 如清洁用品的开线、脱毛现象, 清洁用品

未按期更换会增加混入异物的可能性, 因此除了按照规定

进行管理外, 可使用与所加工食品颜色有明显区别的清洁

用品, 便于辨识。精加工食品使用的设备设施较多, 其异物

来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设备设施异物的混入; 对于精加

工食品、初加工食品和烹制食品, 都可能发生清洁用品混

入的异物。由此混入的异物可能为金属类、玻璃-瓷砖类、

塑料-橡胶类、毛纺类等。由图 1也可以看出, 此种类异物

占所有异物事件的 22%。 

3.4  环境卫生导致的异物 

环境卫生包括食品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卫生情况 , 

除加工过程外, 仓储、运输和销售等过程的环境卫生也同

样重要, 应依照食品属性控制环境卫生的清洁度、干湿度、

光照度和温度。对于精加工食品、初加工食品和烹制食品, 

环境卫生都是保证食品质量的重要因素。环境卫生不达标, 

易造成昆虫-生物类异物及微生物的滋生。由图 1可知, 昆

虫-生物类异物是这次统计中最常出现的异物类别, 占比

43%。 

4  食品异物检测方法评述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 异物检测及其去除步骤可有效

降低食品中异物事件的发生率。目前食品异物的检测方法

有以下几种[20]。 

过筛浮选技术: 通过尺度和重量差别来分辨异物的

技术。该技术可用于面粉工业与蔬菜加工中, 该类技术发

展的较早, 其技术发展前景也较为有限, 何向楠 [21]比较

了几种不同检测方法检测面粉中的害虫碎片, 浮选法可

以达到 85%的检测率, 但不适于检测虫卵, 且检测过程

耗时繁琐。 

金属探测技术: 利用金属的导磁、导电性对其进行检

测的技术。该方法应用广泛、技术成熟、设备经济, 但仅

局限在金属类异物上, 且对于含水量较高的异物的检测灵

敏度不够[22], Tanaka等利用超导量子干涉仪原理进行食品

中金属异物检测, 可检测出直径 0.3 mm的小钢球[23,24]。 

X射线透视技术: 利用X射线在不同密度物质上具有

不同的穿透力来分辨异物的检测技术, 该技术在很多方面

要优于金属探测器——灵敏度更高、可检测范围更广、对

高含水量食品的异物检测能力优良, 虽在塑料异物等的检

测上仍有不足, 但对于食品安全高要求的企业已越来越倾

向于使用 X射线异物检测机[25-27], Shashishekhar等利用双

能量 X射线技术可探测包装食品中直径 0.5 mm以下的金

属异物[28]。 

光学检测技术: 通过不同波段光对照射对象的反射、

吸收、偏振不同的性质来分辨异物的检测技术, 包括利用

可见光[29]和近红外光[30,31]的检测方法[32,33]。其中, 可见光

技术难以做到无损检测去除异物, 而近红外光谱法尚存在

较大局限——包括仅可检测食品表面、难以区分颜色没有

明显差别的样品。随着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发展[34], 结合现

有的 X射线成像[35,36]及红外成像[37-39]技术, 亦拓展了食品

异物检测技术的空间, Nielsen等利用 X射线暗场成像技术

检测了混入生牛肉和奶油中的昆虫、纸片、烟头等异物, 效

果优于传统的红外透射法[40]。 

此外, 利用核磁共振技术[41-43]、超声波[44-46]技术进行

异物检测也有相关研究报道, 但仍处于探索阶段。 

近年来作为重要的交叉前沿领域的太赫兹技术, 给

技术创新、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诱人的机遇, 

其在食品异物检测方面的应用也有研究报道[47,48]。近日有

新闻称, 日本已研发出该技术的食品异物检测器[49], 并将

在 2020年左右实现商品化。 

5  总  结 

食品中的异物污染一直是困扰食品企业、销售企业和

餐饮企业的难点问题。食品异物所导致的高投诉率直接影

响食品企业声誉。由本文统计研究可见: 初加工食品和烹

制类食品应重点留意来源于原料中的异物, 如最常出现于

原料中的昆虫-生物类和毛发类异物; 对于精加工食品、初

加工食品以及烹制食品, 接触人员都是异物事件发生的一

个重要原因, 带入较多的异物种类有金属类、毛纺类等; 

精加工食品使用的设备设施较多, 设备设施异物的混入是

其混入异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精加工食品、初加工食

品和烹制食品都可能因清洁用品的混入导致异物的出现; 

环境卫生的疏忽则易造成昆虫-生物类异物及微生物的滋

生, 对任何类别食品都易引发异物事件。 

除提前预防以及事后检测外, 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及

食品安全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50]。作为生产者和经营者, 

应该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管理, 从原料采购、运输、验

收、贮存、加工、包装到销售的全过程中的场所、设施、

人员都应符合卫生规范[51,52], 同时设立有关的溯源和追责

制度[53], 以最大限度地减小食品异物事件的发生概率, 这

对于消费者和企业自身而言都是很有益处的。作为消费者, 

也应具备一定的食品贮存常识, 按照食品特性和说明存放

食品, 也是对自身健康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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