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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监督抽查中样品管理新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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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样品管理作为食品监督抽查中的重要一环, 是食品检验机构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的重要基础。其管理

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决定着检验检测报告是否公正、客观, 直接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主要通过探索

参考医院药房精细管理, 实现食品监督抽查中样品管理的“精、准、细、严、快”, 提升样品流转工作效率和管

理水平, 切实保障实验检测过程的客观、科学、严谨、公正, 以期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和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中样品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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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food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sampl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accuracy of food inspection results. The fairness and objectivity of its management determines whether 

the inspection and testing report is fair and objective,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accuracy of the inspection results. 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d the fine management of hospital pharmacy to achieve the “precision, accuracy, delicacy, 

strictness and rapidity” of sample management in food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sample circulation and ensure the objective, scientific, rigorous and fair 

experimental testing proces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more solid technical support for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e management i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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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质量安全是关乎人民健康的重大基本民生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食品安

全监管的重视程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查制度作为保障食品

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 是食品监管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对食品质量安全实行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 是掌握食

品安全质量和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问题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

段[13]。样品管理作为食品安全监督抽查中的重要环节, 是

食品检验机构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的重要基础, 贯穿于整个

食品检测工作的整个过程, 是整个检测的起始和结束环节, 

是检测过程中的必须环节和关键控制点, 其管理的公正性

和客观性决定着检验检测报告是否公正、客观直接影响检

验结果的准确可靠, 直接关系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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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时性和科学性, 关系着政府行政监管的公信力[47]。

加强样品管理对承检机构做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提

升检验检测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支撑能力意义重大。 

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的新形势对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时效

要求越来越高, 样品管理中还时有样品信息填写不完整、

样品编号易错乱、样品储存条件有误、存放混乱、样品流

转过程中丢失等问题,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样品流转的及时

性、唯一性、追溯性差, 影响了检验检测效率的提升和检

验结果客观公正的达成[8,9]。目前, 国内医院药房相继开展

了精细化管理, 将深入管理理念引入常规管理的新型管理

模式, 不断提高管理个性化、规范化水平。很多医院已经

将自动化信息技术应用到管理过程中, 推动药房管理的智

能化、智慧化, 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10,11]。本

研究在常规检验检测样品的接收、流转的基础上, 借鉴医

院药房精细化、低差错的先进管理模式, 探索通过抽调专

职人员成立样品管理部, 对样品管理实行药房式样品管理

和盲样检测, 制定相对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 保障了检测

工作的科学严谨、公平公正。探讨在样品管理质量控制做

出的一些尝试, 以期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样品规范化、

精细化管理, 后期食品样品管理的智能化省级, 提升食品

安全检验检测技术保障能力提供一定借鉴。 

2  药房式样品管理流程 

2.1  样品管理单元设置 

设置单独的样品管理部, 遴选具备食品检验专业素养, 

认真负责、有较高的敬业精神的人员作为样品管理人员。

同时对其开展食品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保鲜与

贮藏、食品检测前处理等专业知识培训, 使其熟悉食品样

品管理规范和具体要求, 取得上岗证并建立个人档案。样

品管理员按照其工作职责和分工, 分为: (1) 样品综合管理

员, 负责样品检验安排、综合调度, 负责开具检验“处方”

等工作; (2) 前台管理员, 负责收样验收、发样管理等工作; 

(3) 后台管理员, 负责样品(盲样)制作和前处理等工作。 

2.2  样品流转  

2.2.1  样品的接收 

样品管理部接到样品和抽样单, 样品前台管理员对样

品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对样品种类、数量、状态、性质进

行认真、详细地检查, 逐批验明样品种类、包装、规格、

标签、执行标准、检测项目等, 做到抽样单和样品相符、

样品和食品监督抽检方案相符, 确保自样品接收确认符合

要求。若发现抽样单与样品不符、填写内容不全、样品种

类非抽样方案要求、保质期剩余时限不满足检验周期或不

符合检测项目等不能检测情况, 直接退回。前台管理员对

符合接收要求的每一个样品进行必要的样品状态和性质的

文字描述, 一一拍照, 做好入库样品登记等台账式管理的

建账工作, 保证样品件件有要求、全程可追溯性。 

2.2.2  样品的建档 

(1) 样品编号 

样品管理员立即给样品按类别进行唯一编号, 样品的

唯一性编码规则由样品的类别、样品的接收时间以及顺序

号合成, 国抽、省抽有编码的以其国家或省食药部门系统

生成号码为准。 

(2) 建立样品信息台账 

包括样品名称、规格型号、样品数量、状态、生产厂

家、委托来源、任务计划名称、检验标准、检测项目、样

品保质期(起止时间)、检验科室、检验周期、完成时间、

样品的流转备注信息等。 

(3) 制作样品信息单 

粘贴之样品外包装。包括以下信息: (1) 样品编号及样

品信息(样品名称、规格型号、样品数量、状态、等级等基

本信息, 不包括委托方等信息); (2) 检验状态: 待检/在检/

检毕; (3) 检验标准; (4) 检测项目; (5) 样品保质期(起止时

间); (6) 检验科室: 微生物、理化、气相、液相、元素;     

(7) 领样人及领样时间; (8) 样品的流转记录; (9) 归还人

及归还时间。 

2.2.3  “开具处方”, 制作盲样  

样品综合管理员根据食品安全抽检等任务的紧急程

度、检验项目及检验周期等综合分析, 统筹安排样品检验

顺序。经实验室领导审批后, 向各检验组下发检测通知单

(处方)。检测通知单的内容主要有样品编码、检测项目、

执行标准、检验周期(紧急、急、普通)、是否需要及时归

还样品等基本信息, 以便检测室在收到检测单时按其要求

清晰地领样检测[12]。 

样品后台管理员负责进行盲样处理, 清除样品上能够

泄露客户信息的标签、标识等有关信息。对于有微生物项

目的样品 , 优先微生物检测 , 制备也由微生物室自行处

理。其他项目则根据检验要求按照各项目的检验依据的标

准规定统一由进行样品的均质化处理。均质化处理过程符

合检验要求且不能影响检验数据, 同时分装到不会对样品

检测造成干扰的自封袋、塑料瓶等容器内。在样品分装容

器外粘贴样品信息单。检验人员的信息在样品管理部确认后

在样品信息单上注明, 样品在检测过程中处于盲样状态[13]。

确保检验人员开展食品检验检测时对样品的来源及企业等

相关信息一无所知, 具体信息只有样品管理人员知道, 而

样品管理人员不参与食品检验检测工作。避免在检验检测

中因样品标签等信息公开, 出现检验中人为操纵、权力寻

租的现象, 进而杜绝食品检验检测中可能存在的不良行为

发生, 保证实验检测过程的科学、公正、公平和实验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3]。 

2.2.4  “照单抓药”, 分发样品 

各检验组前往样品管理部窗口持检测通知单领取样品, 

样品后台管理员根据通知单发放盲样。样品管理人员应按

照实验室保密制度对样品生产企业等信息进行保密,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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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如需查询, 应按相关制度上报, 批准后才能查阅。 

2.2.5  样品处置管理 

检测完毕样品和备份样品的留样期也有所不同, 严格

按照法律规定、抽查方案、内部《程序文件》等要求定期

由样品管理人员统一处理, 并做好相关记录; 对于特殊样

品, 根据各方要求特殊保管。并按规定特殊处理。对样品

定期养护、整理, 对影响样品质量的隐患应当及时排除; 

对过期、污染或变质等不合格产品,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予以处理[14]。  

2.2.6  样品的存放 

设置有与样品贮藏条件、样品规格规模相适应的、独

立的样品库(常温样品室和冷库), 根据样品的特点, 分类

保管, 能满足部分特殊食品样品的存放要求, 比如冷藏、

冷冻、避光及保质期短等特殊要求等, 应当按照包装上标

注的条件及有关规定储存。每日需要登记样品库温度与湿

度及实施监控样品库冰箱冰柜温度, 超出正常范围应及时

采取措施。同时, 从样品进入样品间时, 可根据样品保管

期限、样品大小、样品类型等因素对各区域进一步细化, 对

样品库进行合理规划并分区命名, 待检区、检测区、已检

区、备样区, 做好分类保管。以便快速定位样品[8]。 

3  展  望 

伴随着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深入开展, 检测质量要

求越来越严、检测效率要求越来越高, 提升样品管理工作

效率, 落实检验检测精细化管理势在必行。采用计算机化、

网络信息技术、信息化系统对样品管理流程优化再造, 通

过引入二维码、药房管理系统、射频技术等信息化技术, 推

动互联网+样品管理, 实施智能化、智慧化、标准化运行, 

实现样品管理、检验检测、报告编制、结果汇总流向一体

化, 快速定位、高效流转、全程追溯、高效流转、精准把

控, 最大化地避免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进而提升检验检测

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技术支撑能力[10,1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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