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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验机构正确出具检验报告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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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食品检验所, 长春  130103; 2. 吉林省安信食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  130033) 

摘  要: 食品检验机构在进行食品检验任务时, 最后会将检测结果以数据汇总的方式呈现纸质报告, 报告的

目的主要在于更好地方便企业、人们直接观察产品信息合格与否, 从而达到监督企业生产水平和提高民众知

情权的目的。为了更好地出具食品检验报告, 提高食品检验报告的准确性、严谨性。本文参照《食品检验工

作规范》要求, 对检验报告内容进行分块剖析, 通过列举项目样品信息错误、样品数量与检验所需数量对应不

一致、判定不合理、检测结果不规范、单项检验结论判定不明确等常见错误, 对检验过程中常见且容易忽略

的问题进行汇总, 以期为各管理部门或检测机构出具准确、高效的检测报告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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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tions for food inspection institutions to issue inspection reports cor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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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food inspection agency conducts the food inspection task, it will finally present the paper 

report in the form of data aggreg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report is mainly to better facilitate the enterprise and people 

to directly observe the qualified product information, so as to supervise the production level of the enterprise and 

raise people's right to know. In order to better produce food inspection reports,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rigor of 

food inspection reports, this article considered the block analysis of all the contents presented on the inspection 

report, refer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de for food inspection work, by enumerating common errors such as the 

error of the sample information of the project,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number of samples and the quantity required 

for the test, the unreasonable judgment, the non-standard test result, and the unclear judgment of the single test result. 

We summarizd the common and easily overlooked problems in the inspec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management departments or testing institutions to issue accurate and efficient test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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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也日

益增加, 因此也增加了相关食品检测机构对于日常食品的

监管检测工作。检验报告是食品检测机构依据产品标准和

方法标准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检验, 并通过数据处理整理归

纳以后, 得出科学、公正、权威的产品质量报告。检验报

告是产品质量检验的最终产物, 质检机构通过质量检验获

取准确的检验数据, 掌握产品的质量信息, 并通过检验结

果报告的形式反映出来。 

2016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食品检

验工作规范》[1]规定: 食品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应当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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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并按照本规范和食品安全标准对食

品进行检验。食品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应当尊重科学, 恪

守职业道德, 保证出具的检验数据和结论客观、公正、准

确、可追溯, 不得出具虚假检验数据和报告。食品检验机

构和检验人对出具的食品检验报告负责。监管部门则依据

检测报告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因此一份检验报告不只是

能反映产品的质量好坏, 也直接关系到质量监督管理部门

的社会声誉[2]。 

本文依据国标相关规定以及实际工作中的经验, 对

出具食品检验报告相关注意事项进行汇总, 以期为相关检

测机构日常监管工作提供参考。 

2  出具检验报告时应注意事项汇总 

一份完整的检验报告基本包括样品基本信息、样品检

测数据。CNAS-CL01: 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

准则》规定每份检测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1)标题; (2)

实验室名称及地址; (3)实施实验室活动的地址; (4)将报告

中所有部分标记为完整报告一部分的唯一性标识, 以及表

明报告结束的清晰标识; (5)客户的名称和联络信息; (6)所

用方法的识别; (7)物品的描述、明确的标识以及必要时物

品的状态; (8)检测或校准物品的接收日期, 以及对结果的

有效性和应用至关重要的抽样日期; (9)实施实验室活动的

日期; (10)报告的发布日期; (11)如与结果的有效性或应用

相关时, 实验室或其他机构所用的抽样计划和抽样方法; 

(12)结果仅与被检测、被校准或被抽样物品有关的声明; 

(13)结果, 适当时, 带有测量单位; (14) 对方法的补充、偏

离或删减; (15) 报告批准人的识别; (16) 当结果来自于外

部供应商时, 清晰标识。实验室通常以报告的形式提供结

果, 报告中数据汇总附页便于直观观察被检样品信息的检

测结果。出具数据汇总页时, 应严格校对所有样品信息、

检验项目名称、结果单位、限量值及单位、判定标准、检

验结果、检验方法、检出限、定量限等信息。检验报告除

了具有唯一性标识编码、总页数、每页编码号外, 还应注

明承担检测的质检机构的名称、地址、签发日期等信息。

在封面上应标注质检机构获得计量认证 CMA 及编号、实

验室认可编号 CNACL 及编号等[3]。本文通过日常在报告

编制、审核、批准过程中对需要注意事项进行总结如下:  

2.1  检验机构是否具有该产品/项目检验资质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符合《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

件》[4], 我国实验室认可已与国际接轨, 采用 CNAS-CL01: 

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5]作为认可准则。

食品检验机构在成立实验室时都会进行实验室评审并取得

资质认定证书, 该评审包括有效期限以及有限产品参数, 

实验室进行检验任务时须遵照有效期内进行有能力产品的

检测, 不可越权检验、逾期检验。进入检验程序需要按照

计量认证和质量审查认可的要求, 配备与之相适应的人

员、仪器设备, 确保检验过程的质量控制[6]。食品检验报

告应当有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标志以及检验机构公章或经法

人授权的检验机构检验专用章, 同时检验机构出具的电子

版检验报告和原始记录的效力应按照国家有关签章的法律

法规执行。 

2.2  编制、审核、批准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通常报告设置三级审核, 只有通过审核的报告, 才可

以向委托方出具报告[7]。并有授权签字人的签名或者等效

标识。尽管出错的概率大为减少, 但它事关质检机构形象

和受检企业信誉, 必须力求严格按制度、程序校对签字把

关, 确保报告完整、科学、准确[8]。这 3 名人员是需要经

历培训后并具备相应资质后方可上岗。检验报告应由具备

资质的精通检验业务、具有高度责任心和事业心的审核人

员按各自的职责审核、批准。力求让每一份检验报告都成

为报告审批部门的合格产品。 

2.3  样品基本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一份完整、准确的抽样单是检验进行的必备基础, 抽

样单内容繁冗复杂, 国家指令性任务中每一份样品信息包

括: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商标、质量等级、生产日期或

批号、生产单位被抽样单位的名称和地址、样品数量、样

品状态、等信息[9]。并设置食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许

可证、抽样日期、经营许可证 5 大字段不可更改, 严格把

控检验机构对样品信息的录入, 这就需要填写人员秉承一

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方可保证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有些样

品储存条件特殊, 采样人员在样品采集完成后需要按照贮

存条件进行储藏, 并及时送检测机构的收样室, 收样人员

应认真核对采样单, 同时记录和核对样品状态与外观[10]。

样品制备过程应规范合理, 满足样品的均匀性、贮存温、

湿度等条件[11]。如果工作人员在样品流转过程中不能妥

善保管样品, 将会导致样品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发生

变化[12]。通过规范样品采集及检验过程的每个环节, 方能

确保检验结果真实可靠[13]。比如在填写样品名称时, 样品

标签上标志“×××+梨罐头”, 而标明的品名是“梨罐头”, 抽

样人员把品名填写为“×××+梨罐头”或只填“×××”。在填写

抽样基数时, 抽样人员清点不认真或直接不清点, 询问被

抽样的单位, 就填上去。有时填写完成后发现错误, 涂改

后没有经受检单位负责人盖章或签字确认, 处理时企业对

涂改的关键信息不承认。抽样单的填写, 字迹要清晰工整, 

易于辨认, 填写的内容要真实。涂改的内容, 划线更改后

在现场就要求有被抽查单位盖章或签字确认[14]。 

2.4   对产品进行正确的细类划分以及项目检验  

各承检机构在进行国家指定任务时需要对产品最终

检测结果进行数据库录入, 食品检验机构需要对产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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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确定最终产品细类归属, 进行正确的项目检验, 然

而在实际检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划分的产品。例

如 2018 年某机构在国家指定性任务中抽取一卤蛋产品, 

在进行产品微生物任务下达时, 该机构相关部门按照《国

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18 年版)规定进行检测, 

认为非罐装产品, 只需进行常规微生物项目检验, 然而产

品执行标准 GB/T 23970-2009 中标识该类产品需进行商业

无菌检测, 因此在项目检验过程中检验项目错误最终导致

检验报告的错误。又 2017 年某机构出具一份产品名称为豆

皮的检验报告, 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 该机构按照名称分

类将产品定义为非腐竹、油皮类, 而实际产品的企业标准

中明确标识该产品工艺以及最终产品分类为油皮, 该机构

没有索取企业标准予以确认, 将细类划分错误。最终导致

检验项目缺失, 产品检验报告错误。承检机构在进行任务

下达时一定要严格仔细认真核对不同产品检验项目之间的

不同界定与要求, 尽量避免错误报告出现。 

2.5  正确选定检验依据并严格控制 

《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18 年版)[15]

明确规定每类产品不同项目应使用对应的检测标准, 国家

数据平台检测报告包含项目检验方法, 正确选择相关产品

的检验标准是保证检验工作质量的前提, 也是正确出具检

测报告的必要条件。选择检测方法标准时要把握检测方法

的合理性、有效性、合法性。检验人员应全面了解并严格

执行检验项目要求、检验步骤、检验设备操作要求。此外

需建立例外情况下允许偏离检验检测方法的文件规定, 必

须在不影响检验结果为前提, 经技术负责人批准, 并与牵

头机构沟通确定是否可行[16]。 

2.6  选取保质期内的样品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17]第一百五十条规定: “食品保质期, 指食品在标明

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保质期是食品生产经营者

对食品质量安全的承诺, 保质期一经确定并在包装上标注

后, 不得随意更改。食品只有在规定保质期内食用方能保

证安全, 而在检验过程中通常会将此信息遗漏超出保质期

检验, 或忘记标注样品处理日期, 检验过程检验人员一定

要时刻谨记产品状态是否正常, 对超出保质期或发霉、变

质等问题要予以重视, 保证检验工作顺利进行并有效。因

此样品检验日期须在产品有效期内, 保证检测数据有效。 

2.7  检验结果需按照检验方法保留相对应小数位数 

对于从事检验的工作人员, 对检验数据的处理, 必须

按照标准进行处理, 一般应与判定标准的有效数字位数相

同。检验结果的有效数字不能多也不能少。以白酒为例, 检

验报告中总酸含量检出 0.254 g/L 时, 就可以写成 0.25 g/L

时, 标准要求的有效数字一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检

验报告中的检验结果的有效数字位数[18]。 

2.8  检验报告中检测数据进行结果判定时应注意的

问题 

检验结论是整个检验工作结束后对所检产品质量的

总体评价, 必须做到: 准确完整、科学严谨、简明扼要。 

2.8.1  引用产品标准判定时, 应正确使用产品生产日期所

对应正确年代号的产品标准。 

标准的年代更新一直以来是食品检验过程中一个及

其重要的问题, 每到标准更新时, 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在

日常中通常遇到的问题更是不计其数。例如, 某机构出具

一份熟肉制品报告中, 生产日期 2018 年 10 月 12 日, 而判

定依据中 GB 2726 却用了 2005 年版, 没有运用最新版本

GB 272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19]进行判

定, 出具错误报告。各检测机构在进行产品检测结果判定

时, 一定要严格审阅判定标准的实施日期, 保证正确使用

产品生产日期所在范围内的正确的年代号标准。 

2.8.2   当产品标签明示值大于国家标准限量时, 应按照

标签明示值进行限值判定 

众多样品的产品标签上会标识某一项目添加量的范

围值, 当该项目产品明示值大于国标要求时就需要依据产

品明示值, 结合 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

食品标签通则》[20]进行判定, 例如, 酱油中氨基酸态氮, 三

级样品应≥0.40 g/100 mL, 如果在进行一个酱油任务检验

时标签标准该样品等级为三级, 同时标签标示氨基酸态氮

≥0.58 g/100 mL, 该范围值大于国标要求, 须按照样品标

示值进行判定。限量值应为≥0.58 g/100 mL; 再如, 乳制品

中非脂乳固体、脂肪、蛋白质, 在 GB 19301—2010《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生乳》[21], 规定生乳蛋白质的含量为不低于

2.8 g/100 g; 但该产品需计算营养标签结合 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2]计算

脂肪、蛋白质含量是否高于国标限量, 当明显高于国标限

量时, 需对产品的限量进行重新界定, 不应按照国标进行

判定。 

2.8.3  单项结论判定与报告整体判定不一致 

国家数据库系统中, 单一检验项目结论与报告整体

结论无自动匹配功能。在数据库录入上传过程中常见问题

为报告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而在附页汇总信息中各检验项

目皆为合格项目, 或报告结论为合格, 而在附页汇总信息

中存在不合格项目, 检验结论是关乎企业生词存亡极为重

要的信息, 不容得半点马虎, 检验机构在出具检验报告时

要时刻关注检验结论是否正确, 对企业负责、对人民负责。 

食品标准种类繁多, 除食品安全标准外, 还有国家推

荐性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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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等。同时检验结论并不是简单地

在报告上标注合格或不合格, 而应将检验依据也纳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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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中, 一起出具在检验报告中[24]。具体说明产品是符合

哪些标准要求而被判定为合格, 或者产品哪些检验项目不

符合什么标准而被判定为不合格, 保证所出具的检验报告

科学、准确。 

以上列举汇总了一些常见问题, 从机构资质、审核资

质到样品信息准确、完整再到细类划分及项目确认, 正确

选择检测方法是保证数据准确, 确保检验日期以及检测结

果的有效数字有效的, 选择正确的判定依据、进行正确的

结论判定。 

3  结  语 

检测机构的食品检验工作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

顺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 以满足人们对食

品安全的相关需求[25]。食品检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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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其本身应具有严谨性、客观性、可信

性和权威性[26-28]。 

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必须做到检验依据正确、报告出

具及时、数据内容准确、审批手续齐全、计量单位合法、

数据修约合标、结论用语明确、资质盖章到位[29]。需要

保证食品检验报告的正确性、完整性、规范性。另外, 还

要加强检验报告等技术文件的档案管理, 对报告副本、

原始记录检验资料要统一归档, 做到分类、完整、整洁, 

方便[30]。 

出具一份高质量的产品检验报告需要有一个规范的

制度为基础,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会影响到检验报告

的质量[31], 对检验报告所制定的制度, 应涉及从抽样到报

告出具整个过程, 包括抽样、运输、贮存、检测、原始记

录、出具报告各个环节。每个环节应根据不同样品所需要

的不同要求制定相应的细节条款。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检

测过程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最终确保检验报告的质

量。除此之外, 应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保障检验报告的合

法性。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保障检验报告的合法性。质量

管理体系是建立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并为实现这些目

标的一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过程的集合[32,33]。同时建

立检验报告质量考评制度,  是不断提升检验报告质量的

重要手段[34]。科学有效、精确无误、权威公正是做好检验

报告质量控制的关键[35]。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使整个检测过

程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最终保障检验报

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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