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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京市食品安全防控不仅面临病原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滥用和非食用物质非法添加

等传统风险, 还面临国内外新技术、新工艺、新资源带来的未知风险, 以及重大活动保障中敏感物质的检测需

求。有效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需要不断提高危害物检测技术。“十三五”时期, 建议北京市开展食品复杂基

质的高通量前处理技术、动物源性食品中兴奋剂多组分检测及来源鉴别技术、食品安全风险高通量高灵敏度

同步识别技术、食品中未知化合物鉴定技术体系、动物源性食品中高风险危害因子检测技术、食物过敏原检

测技术和高通量未知物种成分测序鉴别技术的研究, 同时建立检验检测服务平台量值溯源和质量保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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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fety high throughput detec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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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eijing not only face the risks originated from traditional 

pathogenic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food additives abuse, and non-food 

substances illegally added, but also face unknown risk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new technologies, new 

processes, and new resources, as well as inspection requirements for the detection of sensitive materials in major 

events.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food safety emergencies,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hazard detection 

technology. During the period of 13th Five-Year, the following researches are suggested to carry out in Beijing, 

including high throughput pre-processing techniques for complex matrices, multicomponent detection and source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for stimulant in animal-derived foods, food safety risk high-throughput and high 

sensitivity synchronous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system for unknown compounds in food, 

detection technology for high risk hazard in animal-derived food, food allerge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high-throughput composition sequencing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for unknown species. Meanwhile,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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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to build traceability and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s for inspection and testing service platform. 

KEY WORDS: Beijing; food safety; high throughput detection technology 
 
 

1  引  言 

北京市作为特大型消费城市, 85%以上食品由外埠甚

至国外供应, 输入型风险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此外,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大背景下, 食品安全环境

日趋复杂, 未知风险、人为风险、衍生风险较大, 传统监控

技术和执法手段面临挑战。现阶段, 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除

了面临传统的病原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

滥用、非食用物质非法添加等风险外, 还面临国内外新技

术、新工艺、新资源带来的未知物风险, 以及重大活动保

障中敏感物质的检测需求, 有效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需

要不断提高危害物检测技术。 

2  北京市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价资料不够系统全面 

北京市食品的污染情况仍然“家底不清”, 对食品中农

兽药残留以及生物毒素等的污染状况尚缺乏长期、系统的

监测资料; 缺乏产地环境质量安全性的评估、成因分析和

产地档案(数据库); 一些对健康危害大而在贸易中又十分

敏感的污染物, 如二噁英及其类似物、氯丙醇和某些真菌

毒素的污染状况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尚不清楚。在病原微生

物造成的食源性危害方面, 目前尚缺乏健全的食源性疾病

主动监测网络, 缺乏对引发食物中毒的常见重要致病菌进

行风险评估的背景资料。 

2.2  食品检验能力尚有不足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 北京市食品检验技术从满

足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需求出发还不够完善, 差距主要表

现在: 通量化仪器设备、快检仪器设备、标准参考物质不

足; 检测方法的覆盖面不够, 农药、兽药的分析技术和有

害元素的形态分析技术滞后, 二噁英及其类似物等超痕量

检测技术等尚属空白。 

2.3  掺假作伪现象依然存在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 部分企业和个人依然无视法律

法规的明确规定, 置消费者的健康于不顾, 非法向食品中添

加非食用物质或以次充好, 如双汇“瘦肉精”事件、上海福喜

“过期肉”等事件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3  食品安全高通量检测技术研发科技提升工程 

“十二五”时期, 北京市投入大量资金, 加强食品质量

安全检测技术的研究与转化应用, 建立风险监测数据平台, 

完善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数据库, 将纳入鉴定的物质

种类扩充到 3000种, 不断完善了技术支撑体系。 

“十三五”时期, 建议北京市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高通

量、高灵敏度同步识别技术研究, 提高食品安全风险识别

准确率和速度, 开展动物源性食品中兴奋剂多组分检测及

来源鉴别技术、食品中未知化合物快速在线鉴定技术、动

物源性食品中高风险危害因子、过敏原检测等食品安全检

测前沿技术研究, 加快研制肉及肉制品中 β-激动剂类、乳

及乳制品中喹诺酮类抗生素、水产品中氯霉素类抗生素以

及饮料中食品添加剂等急需基体标准物质研究。 

3.1  食品复杂基质的高通量前处理技术研究 

根据目标化合物性质及食品不同形态、常见杂质成分

等情况, 对现有单一、分散的前处理方法进行整合, 针对肉

及肉制品、乳及乳制品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 研

究建立基于混合溶剂提取、基质固相分散萃取、凝胶渗透

色谱技术、固相微萃取技术、在线固相萃取的通用快速前

处理技术, 满足样品一次前处理即可满足多类物质检测要

求[1-3]。研发致病微生物富集技术, 为食源性致病菌的快

速、高通量检测奠定基础。 

3.2  动物源性食品中兴奋剂多组分检测及来源鉴别

技术研究 

根据国内外关于食品中违禁药物最新标准, 结合专

家评估结果, 进一步完善食品中违禁药物的控制清单, 并

利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建立食品中蛋白同化激素、糖

皮质激素、促肾上腺受体激动剂、麻醉剂、刺激剂及利尿

剂等六大类药物多组分快速前处理方法和多指标检测方

法。开展动物源性食品中内源性蛋白同化激素风险监测, 

获得该类物质在动物源性食品中正常含量范围, 为来源鉴

别提供数据基础。以蛋白同化激素类物质为代表, 利用同

位素质谱建立内源性违禁药物来源鉴别技术, 通过测定目

标内源性蛋白同化激素的 12C和 13C的比值, 判断激素是

否来自动物自身还是违禁使用, 为控制相关药物的滥用提

供有力技术手段。 

3.3  食品安全风险高通量高灵敏度同步识别技术研究 

利用离子阱质谱、四极杆质谱以及飞行时间质谱等不

同类型质谱串联技术, 对食品中多类目标化合物开展同步

识别分析, 构建高通量、高灵敏度识别方法[4]; 基于食品中

危害化合物的质谱信息数据库, 结合 Chem Spider 等专业

数据库, 建立涵盖 5000种化合物的开放式食品中危害物质

成分质谱识别确证信息库。基于 DNA 核酸鉴定技术建立

未知致病菌 DNA 条形码数据库, 实现多种致病菌的快速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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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食品中未知化合物鉴定技术体系研究 

采取顶空、固相微萃取、分级液液提取、液相微萃取

等方式, 将食品中尽可能多的化合物根据理化性质的差异

分段提取出来。综合利用多种质谱技术, 获得化合物裂解

特征、离子碎片和精确分子量信息, 对化合物结构式进行

初步判定, 确定未知成分可能的范围, 进一步利用核磁共

振仪测定 1D、2D-NMR图谱, 对物质结构进行解析, 明确

化合物具体种类[5,6]。 

通过利用色谱分离技术、在线富集技术和核磁结构解

析技术, 融合高效分离和丰富结构信息获取的强大功能, 

建立基于液相-固相萃取-核磁共振联用技术, 实现混合物

体系中多个未知成分分子结构的同步快速、准确定性分析。

以在线定性分析为基础, 利用高灵敏度宽带超低温正相核

磁探头检测技术 [7], 结合液相紫外光谱和核磁结构信息, 

提升混合物中微量未知成分鉴定的灵敏度。  

结合上述两方面研究成果, 建立食品中未知化合物

鉴定技术平台, 针对高风险食品类别,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 主动发现市售食品中新型化学危害物质。 

3.5  动物源性食品中高风险危害因子检测技术研究 

针对食品中动物疫病防控紧迫需求, 利用组织病理

学检测技术、血清学检测技术、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以及

病原学检测技术, 建立稳定、有效、快速的食品中的动物

疫病确证检测方法; 针对日益严重的人药兽用现象, 加强

动物源性食品中金刚烷胺类等人用抗病毒药、头孢哌酮等

人医临床控制使用的最新抗菌药、人用抗疟药和解热镇痛、

胃肠道药等高风险危害因子的确证检测技术, 有效提升对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能力。 

3.6  食物过敏原检测技术研究 

以花生、牛奶、蛋、鱼、甲壳类、坚果、大豆和谷物

等重点食品为对象, 利用分子生物学、质谱分析等检测手

段, 通过对食品中蛋白质、核酸的检测, 建立食品中多种过

敏原检测方法, 有效降低因食物造成的过敏反应, 营造更

安全的食品消费环境。 

3.7  高通量未知物种成分测序鉴别技术研究 

将高通量测序技术运用到清真食品中多种混合物种

及未知物种的鉴别中。利用线粒体基因组比对方法挖掘具

有代表性、标准的、有足够变异的 DNA 序列作为测序目

标, 通过多重 PCR、构建测序文库、油包水 PCR、高通量

测序芯片上机测序等多种技术手段, 最终得到大量测序基

因信息, 将这些测序信息在基因数据库中进行序列同源性

比对, 从而确定样本中含有的物种成分[8-12]。 

3.8  建立检验检测服务平台量值溯源和质量保证体系 

加快研制肉及肉制品中 β-激动剂类、乳及乳制品中喹

诺酮类抗生素、水产品中氯霉素类抗生素以及饮料中食品

添加剂等急需基体标准物质。运用研究成果, 以肉及肉制

品、乳及乳制品、饮料等重点食品中有害物质的检测为示

范, 开展以培训-自控-考核模式为主的实验室能力提升和

考核评价活动, 建立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服务平台的量值溯

源和质量保证体系, 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可靠、一致可比, 

食品安全平均检测准确率达到 95%以上。 

4  结  语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十三五”时期, 建议北

京市开展食品复杂基质的高通量前处理技术、动物源性食

品中兴奋剂多组分检测及来源鉴别技术、食品安全风险高

通量高灵敏度同步识别技术、食品中未知化合物鉴定技术

体系、动物源性食品中高风险危害因子检测技术、食物过

敏原检测技术和高通量未知物种成分测序鉴别技术的研究, 

同时建立检验检测服务平台量值溯源和质量保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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