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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验报告常见差错总结及改进建议 

杨  梅, 邹  敏* 

(江西省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南昌  330001) 

摘  要: 食品检验报告是食品检验结果的最终体现, 是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技术文件, 

是有关部门进行监管的有效技术支撑, 可见检验报告的质量事关重大。只有检验报告的内容填写完整和准确, 

检验报告才有意义。本文结合作者工作接触发现, 梳理了日常审核报告中发现的检验报告常见问题并对相应

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以期为相关检验机构正确出具食品检验报告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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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inspection report is the final embodiment of food inspection results, a legally effective technical 

document issued by testing institutions to the society, and an effective technical support for supervision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quality of inspection repor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Only when the content of 

inspection report are complete and accurate, the inspection report can be meaningful.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author's work contacts,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common problems of inspection reports found in daily audit report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levant inspection agencies to 

correctly issue the food inspecti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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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检验机构是指具有一定检验技术能力和设施条

件, 依法设置或经授权、从事产品质量检验或其他提供中

介检验服务的实体机构, 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检验各种产

品的质量, 依据一定的技术标准给出所检产品是否合格的

评价, 并出具检验报告[1]。检验报告是食品检测机构对外

出具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产品质量凭证, 是检测机构对

外服务的一扇窗口。食品检验报告的质量不仅能反映出检

测机构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 而且还关系到

一个产品乃至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食品检验机构的业务

来源一般有 2 种: (1)企业委托, 即生产或经营企业、社团组

织或个人从自身的需要出发, 通过委托的方式将产品送至

有资质的检验机构, 依据产品的相关标准或合同的约定对

产品进行检验并出具报告, 以获取其产品是否安全可靠的

证明的行为。(2)政府委托, 即承接政府机构的抽检任务, 

以辅助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管的工作[2]。 

食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其质量

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到社会

的和谐稳定, 食品检验报告是产品质量安全与否的直观体

现, 由于食品种类繁多、检测项目众多、分析方法繁杂等

因素, 在产品检验周期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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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最终出具的检验报告质量不达标, 结果可能引起

客户投诉, 情节严重的将会对检验机构的信誉度和公正性

造成影响。本文结合作者日常审核食品检验报告发现, 针

对报告的主要内容以及在报告出具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进行了总结分析, 提出了如何提升食品检验报告质量的改

进建议, 以期为食品检验人员提供参考, 全面提升食品检

验报告质量。  

2  食品检验报告常见差错 

2.1  检验报告基本信息不完善, 存在漏填、错填等

现象 

食品检验报告的基本信息一般包括样品名称、商标、

生产日期或批号、规格型号、质量等级、保质期、样品数

量、样品状态、生产单位和委托单位名称和地址、检验类

别、检验日期等信息。一份合格的检验报告至少应包含这

些基本信息, 它是所检产品的身份特征, 缺少任何一项将

给所检产品的认定带来争议, 从而影响报告的法律效力。

但在食品检验报告编制过程中常存在错填、漏填等疏忽现

象, 从而引起报告内容不完整, 甚至报告信息相互矛盾等

问题, 如某“葡萄糖酸钙口服液”检验报告中, 样品的状态

填错成“固态”; 某“经典原味有机米粉”检验报告中, 显示

的生产日期为 20180529, 委托/收样日期为 2018/06/19, 检

验日期为 2017/06/19~2018/07/26; 有的将生产单位和委托

单位名称或地址填错, 有的没有写样品数量等各类情况。

这些轻微的错误看似很不起眼, 要是各级审核过程中都没

能及时发现, 对客户来说也许就是大事, 对检验机构的负

面影响也是难以想象的, 严重的甚至影响产品报告的有效

力及法律效力。如某农产品“精制脯肉(猪肉)”检出恩诺沙

星不合格的抽检报告, 核查处置过程中才发现样品实物票

证是“精制腩肉(猪肉)”, 样品名称写错一个字的疏忽, 最

终这个不合格报告核查处置被中断。可见, 完整和准确的

样品信息是一份检验报告具备法律效力的首要条件。 

2.2  引用的标准错误 

一份合格的食品检验报告, 必须要有明确、科学的标

准法规做支撑。食品检验报告中引用到的标准通常包括判

定标准和方法标准, 有时候也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

文件。食品检验报告中错误引用标准的现象比较多, 具体

分析归纳有以下 3 个方面: (1)引用标准张冠李戴, 产品或

检验项目与标准不符。如某“蒸板栗饼”糕点类检验报告中, 

判定结论却描述为“该送检样品经检验, 所检项目符合 GB 

19298-2014[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标准的规

定”, 某“红枣莲子湖(其他方便食品)”不合格检验报告, 检

验 结论描 述为 “ 经抽 样检验 , 霉菌 项目 不符合 GB 

29921-2103[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标

准要求, 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但 GB 29921-2013 标准中并

未制定食品中霉菌的限量要求。(2)引用的标准版本错误。

如食品安全基础标准 GB 2760-2014[5]、GB 2761-2017[6]等, 

不定期会有更新替换, 报告中经常存在没有按产品的生产

日期或相关法律规定引用正确版本标准。提醒我们要及时

掌握更新信息以免错判误判。(3)引用的方法标准不适用或

与委托指定方法不一致。如某企业委托的婴幼儿“营养米

粉”样品, 委托检验协议书填写维生素 C 的指定检验方法

为 GB 5413.18-2010[7]荧光法, 实际检验和原始记录填写

采用 GB 5009.86-2016[8]液相色谱法。当然, 检验报告中

标准引用错误很大部分原因还是前期样品受理合同评审

不到位 , 受理人员经验不足 , 专业水平不够等都会导致

错误或不严谨的合同评审, 从而引起后续一系列的报告

质量问题。可见, 有效的合同评审能够为食品检验检测机

构开展高质量的检验工作保驾护航[9]。食品种类繁多, 涉

及到食品的标准也数以千计 , 目前 , 我国标准共分为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4 级, 其中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又有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之分[10]。

因存在多种标准体系, 现行的标准中存在有同一产品的

同一检测项目有不同的检测方法。检验机构对标准的理

解、掌握不同, 选用的检测方法也各不相同, 就会导致各

检验机构的检测数据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就要求我们不

仅要对产品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还要熟悉标准的适用

范围、技术要求和实验方法。企业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

择执行, 食品检验机构应该从专业的角度去了解委托方

需求并正确指导委托方填写合同 , 一旦确认 , 未经企业

许可, 不应随便更改或错误引用。 

2.3  检验报告结论与单项判定相互矛盾问题 

某“多彩葡萄干”和“菊花固体饮料”监督抽检报告, 报

告首页检验结论均为“经抽样检验, 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

求。”但从其报告内容, 该 2 份报告中“菌落总数”项目检验

结果都超出技术要求规定, 单项判定也是不合格。类似现

象反映了检验机构在进行检验报告编制、各级审核中的不

严谨。 

2.4  检验项目单位与原始记录单位不一致 

检验报告中检验项目的单位一般按照判定标准的要

求录入, 原始记录中检验结果往往按照检验方法标准的单

位填写, 编制报告过程中常常忽略了单位的换算, 导致结

果明显异常甚至影响检验结果的判定。某“茅蔗膏”果酱检

验营养成分报告中, 钠的检验结果描述为 5.26 g/100 g, 实

际原始记录检测结果为 5.26 mg/kg。 

2.5  单项检验结论描述错误问题 

某“彤伴牌维生素 AD 软胶囊”保健食品检验报告中, 

描述的灰分标准值为 6.0%~10.0%, 实测值为 0.3%, 某“菜

籽油(乡村小榨)”检验报告中, 描述的脂肪酸组成-花生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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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值为 0.2%~1.2%, 实测值为 0.1%, 结论却仍都判定为

合格。 

2.6  检验数据异常问题 

检验数据不仅需要客观、真实, 并且需要有一定的合

理性, 超过常规范围的数值都应该加以重视并分析、复核。

某“博诚牌钙维生素 D3咀嚼片”检验报告中, 对灰分项目的

标准值描述为≤45.0%, 实测值为 5.3%, 钙项目的标准值

描述为 15%~26%, 实测值为 23%, 判定结论为合格, 单从

形式上看似没有问题, 但是两个实测数据结合起来考量, 

数据是非常异常的。 

2.7  检验报告中限量符号错误问题 

检验报告中通常都用范围值、限高量值或限低量值来

表示食品中某些营养性指标和危害性指标的具体数量要求, 

比如对危害性指标通常用“≤”, 对营养性或特征性指标通

常用“≥”。 

某“原味营养米粉”检验报告中, 把无机砷的标准限量

符号错误的写成为“≥”。 

2.8  样品属性分类界定错误问题 

检验机构监督抽检任务, 一般任务量大, 样品种类繁

多, 存在样品属性归类错误导致后续检验等一系列问题。

如某样品名称“百惠菠萝啤”, 看到样品名称就想当然的把

它归为啤酒, 然后依照啤酒的检验项目下发给检验室检验, 

实则样品是果味型的碳酸饮料。 

2.9  数据修约不规范问题 

检验结果是检验报告中比较重要的一栏, 检验结果

中数据有效位数常与标准要求不一致, 一些检验报告中存

在不按照检验方法要求修约及随意修约的现象, 造成检验

结果不规范。由此, 将会导致一些临界值结果上的错判, 

从而影响检验报告的质量。此外, 如果检验结果小于方法

的检出限, 检测结果中则应标明小于检出限而不应标示具

体检验数据, 如若标示为未检出, 则应同时标出该方法的

检出限。 

3  改进建议 

食品检验报告是检验机构对食品检验数据按照一定

的格式形成的文字性结论, 是食品生产企业分析食品安全

状况的有效途径, 是判断食品是否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的直接依据, 也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有效技术

支撑, 更是“最严谨的标准”的重要体现形式之一, 因此其

本身应具有严谨性、客观性、可信性和权威性[11-13]。但从

本文中列举的诸多实际案例来看, 严谨性、客观性、可信

性和权威性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 结合工作实际, 提出

如下建议: 

3.1  加强检验制度建设, 严格执行管理制度 

一份高质量食品检验报告需要有一个规范的检验制

度作为保证。从样品到最终产物检验报告的过程中涉及到

的环节比较多, 这要求制定制度时应涉及从抽样到出具报

告的整个过程, 包括抽样、贮存、运输、样品交接、检测、

检验原始记录、报告出具的各环节。每个环节都应制定规

范的检验制度 , 并要求相关人员严格执行 , 做到有章可

循、有据可依、环环相扣, 从而达到规范化、制度化要求, 

最终确保检验报告的质量[14]。每隔一段时间要对制度运行

状况实施内部的管理评审, 及时发现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

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3.2  加强人员培训, 提升相关人员的职业素养 

对检测报告的质量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人, 即人的责

任心问题。大部分报告的低级错误是因为人的工作责任心

不强造成的。首先要加强对每个人的责任心的教育, 从而

提高检验部门的总体素质, 其次明确每个人的责任范围, 

做到工作到位。再次不定期召开座谈会, 组织相关人员相

互交流, 总结经验教训, 以免再出现犯过的类似错误。食

品检验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 对标准的使用、报

告的编制与审核等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积累 , 

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对检验机构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 尤

其是目前食品安全基础标准、食品安全产品标准和食品

安全检验方法标准等更新都比较快, 只有不断学习及时

更新, 才能与食品安全标准等的规定不冲突。只有提高相

关人员的职业素养, 才能确保检验报告质量的提高。食品

检验机构不仅要在检验设施设备的数量、精度等方面进

行投入, 更重要的是在人员操作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等

方面进行培养。 

3.3  加强检验报告质量监督考评体系构建 

食品检验机构要想有效避免各大失误引起的负面影

响, 达到出具检验报告零缺陷的奋斗目标, 应该建立健全

量化的质量监督考评体系[15], 对于已经出具的检验报告进

一步核查或不定期的抽查, 做到即严格审查又严格考评, 

考评结果与个人经济效益挂钩, 使相关人员端正态度认真

对待检验工作, 从而达到人人重视质量, 提高过程质量, 

稳定促进成品质量, 真正做到出具的每一份检验报告是信

息完整、数据科学公正、结论准确的零缺陷报告。 

4  结  语 

随着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的更加重视, 食品检验报

告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检验机构作为

社会公共技术平台, 负责检测并对产品质量把关。因此, 

提高检验机构检验报告质量水平, 对于保持市场经济的稳

定, 维护检验机构的公正形象, 保证稽查办案的准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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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食品检验报告

方面的规范性管理文件, 加强对食品检验机构的管理, 同

时, 食品检验机构应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

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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