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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报告管理与运用的创新探究 

邓  攀*, 谢爱华, 陈  科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 广州  510000) 

摘  要: 食品在采购原料、加工生产到运输销售过程中都需要经过自检、委托检验及抽检监测等多次检验, 其

中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报告是食品安全监督执法的依据文件, 因此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品检验报告的有效管

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遇到的不合格报告或实际问题, 分析检测机构对食品安全

检验报告质量控制的有效措施, 进一步探讨信息化背景下食品安全检验报告数据创新管理模式, 为检验机构

未来管理及有效利用食品安全检验报告提出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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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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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urchasing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sales, food 

need to go through multiple tests, such as self-inspection, entrusted inspect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Among them, 

the sampling inspection report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s the basis document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so the food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food inspection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unqualified report or actual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work,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of the testing organization o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food safety inspection report,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innovative management mode of food safety 

inspection report dat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management of the inspection agency and the effective use of food safety inspection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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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是实现食品安全科学监管的强有

力抓手和重要技术支撑 [1], 《 “十三五 ”国家食品安全     

规划》[2]中明确提出, 强化抽样检验, 将食品安全抽检情况

列为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的重点内容, 到 2020 年食品检验

量达到每年 4 份/千人。监督抽检工作逐年增加, 报告数据

也相应增多, 食品安全检验报告是检验工作的汇总[3], 也

是质量管理的体现, 检验检测机构科学管理检验报告也越

来越重要; 检验检测机构以检测报告的形式向监管部门提

供科学、准确的数据以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和靶向性[4]。 

随着科技进步, 信息化技术越来越多的运用到食品抽

检工作中 [5], 如抽样系统 APP、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LIMS)等,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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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验工作出现新的机遇和发展, 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

大大提高食品检验报告质量管理效率, 有利数据的挖掘使

用。本研究探讨无纸化办公管理食品安全检验报告数据的创

新模式, 关注从抽检各环节的要点，建议在信息化系统中增

设步骤, 创新挖掘抽检工作各数据特别是对不合格抽检报

告数据的使用, 为食品检验报告的合理管理提供参考。 

2  信息环境下的检验报告质量控制 

一份高质量检验报告需要规范的质量管理制度作为

保证, 涉及从抽样到出具报告的整个过程环节[6], 抽检工

作各环节均存在影响检验报告质量的因素[7]。食品检验报

告涉及主要内容[8]分 3 类, (1) 抽样及样品信息: 抽样单、

抽样场所、企业名称、样品名称、性状、规格、数量等;     

(2) 检验信息: 检验项目、检验标准、判定依据、检验结果、

检验日期、检验人员以及原始记录等; (3) 报告出具信息: 

出具日期、认证认可信息以及检验报告类别等[3]; 报告内

容均可做为深掘分析的基础数据。随着信息管理系统应用

与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的互联互通, 促进了智慧监

管、智慧检验[9], 检验报告质量控制更科学, 检验工作主要

环节流程及注意点, 检验工作流程图见图 1。 

 

 

 
图 1  检验工作流程图 

Fig.1  Inspection flow chart 

 
2.1  抽样环节 

抽样环节质量控制因素: 抽样人员、抽样依据、抽样方法、

储存条件等[10], 抽样数据主要包括样品信息。抽样过程中需注

意:制定抽样计划、抽样单的填写等[11,12]。抽样信息影响检验报

告, 相关信息体现在抽样单和样品上。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LIMS)下样环节加设任务确定步骤, 确保抽样单文书、样品信

息与 LIMS 系统一致, 减少样品信息差错率。 

2.2  检验环节 

检验仪器、试剂、检验方法、检验环境、样品存储等

因素均影响食品检验环节质量。LIMS 系统将检验信息如检

测方法、检验项目、食品类别、检验标准及判定依据可视化; 

而检验环境及检验样品存储条件可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全

程监控。全程可视化将各环节责任到人, 保证检验数据准确, 

如出现差错, 有关人员均可查看, 有利于对各影响因素的监

控。LIMS 将实验用试剂耗材、设备认证计量信息统一管理, 

并纳入环境控制及样品条件等管理信息, 明晰实验室内部

质量控制计划, 设定检验时限, 确保检测过程中样品及影响

因素都受控,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3  报告环节 

报告环节包括检验报告从编制到存档的一系列活动, 

包括报告编制、审核、批准、发送与备查, 其中包含对报告

数据汇总、不合格检验信息汇总确认及归档保存等。检验机

构对检验报告的质量控制主要有如下几点: (1) 检验检测机

构认证认可标志如CMA的使用; (2) 检验报告内容, 含抽样

信息、检验信息及数据处理; (3) 其他, 报告书编号、报告备

注说明等[13]。检验工作管理及出具报告的质量控制均可在

实验室信息系统(LIMS)中监控, 与传统的检验报告管理相

比较更方便直接, 减少人力投入的同时确保检验数据的真

实准确。 

3  抽检报告出具注意要点 

食品安全检验质量控制体现在抽样检验各环节过程, 

检验报告做为数据处理的最后环节, 对其管理尤为重要。

根据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情况, 出具检验报告时关注要

点如下:  

3.1  样品信息准确 

抽样单是执法的基础, 抽样信息均应准确。抽样单“五

大字段”包括“营业执照/社会信用代码、样品名称、生产日

期、生产许可证编号、抽样日期”为抽样系统无法修改字段, 

其他信息如抽样单编号、被抽样单位及生产单位信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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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型号等抽检基本信息也应真实准确。抽样单信息错误较

常引起不合格检验结论质疑, 如某生产企业“麻辣口味卤

牛肉”不合格, 因抽样产品写为“卤牛肉”, 最后不合格信息

公告时产品名为“卤牛肉”, 企业认为公告信息产品名不正

确; 日期也较易引起质疑, 如某一经营环节抽检的样品不

合格, 生产企业溯源抽样单上同一生产日期产品, 显示委

托检验均为合格, 因此对不合格结论提出质疑, 根据留样

照片确定, 抽样单上日期仅表达为样品购进日期, 非企业

生产日期。在确保抽检食品样品信息真实准确的同时也需

留存证据材料待溯源追踪。 

3.2  报告时限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检验报告

时限, 利用 LIMS 系统在各环节可设时限, 有效控制各流程

时间。报告时限可能会影响被抽样单位的复检, 易引起不合

格报告质疑, 如某抽样样品显示 2018 年 10月 10 日过期; 到

样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15 日, 不合格检验签发日期为 2018

年10月8日, 企业已经丧失复检条件针对这类问题, 可利用

信息化设置抽样环节中样品信息条件[14]控制此种情况。 

3.3  标准使用 

食品安全标准是检验工作关注的重点, 样品下达需注

意检验标准, 检验报告结论重点关注判定标准。实际检验工

作中标准的运用复杂多变, 准确的食品分类直接影响标准

的正确使用: 不同类食品的使用标准不同, 如果汁与果汁饮

料不同; 同一食品在不同标准分类不同, 如豆芽用 GB 2762

中归属茎类蔬菜[15], 在 GB 2763 中归于芽菜类蔬菜[16]; 在

判定结果时也要考虑食品的判定标准以及原料带入问题; 

选择标准时也需根据产品信息考虑新旧标准适用性[17]; 运

用食品安全标准也会遇到某食品检验项目无判定依据的情

况[18], 这些均可做为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标准的案例数据。 

4  不合格报告的管理使用 

不合格检验检测报告很多情况下会做为行政处罚的判

断依据[19], 生产经营企业对不合格信息出现质疑时, 首先

会质疑检验报告。对抽检报告特别是不合格检验数据合理分

析[20], 从技术层面上剖析食品产品不合格或存在问题的原

因, 有利于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深入研究造成不合格问题原

因, 可促进食品安全法规体系的健全, 标准体系的完善。 

5  信息环境下检验数据管理新机遇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统筹部署抽检监测工作, 并逐年增

加任务量, 因此高效管理和有效运用抽检报告数据越来越

重要。广泛使用 LIMS 系统, 为检验工作增加新的管理模式。 

5.1  无纸化办公 

传统检验工作各环节以纸质版形式流转, 使用 LIMS

系统, 实现抽检工作全程在系统上办公管理, 最后直接生

成电子报告, 实现全程无纸化办公, 控制各环节时限减少

人为因素的传递时间。传统检验报告为纸质版报告, 耗费

人力物力整理归档, 无纸化办公关注于信息安全与数据备

份[21], 电子化报告以电子版文件存储[22], 让归档保存及留

存查找更便捷。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无纸化办公, 使检验

管理工作更加科学。 

5.2  高效管理数据 

传统以手动汇总方式整理检验数据, 给相关人员带

来巨大的工作量 [23], 结合信息化手段 , 研究开发数据汇

总、处理、分析、转化的工具, 有效管理抽检数据信息, 逐

步实现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互联互通, 形成食品抽检数

据共享, 是数据运用的基础, 有利于检测机构的协同发展, 

解决检验报告数据分析等实际工作要求。 

5.3  合理使用数据 

自 2014 年起,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按照“统一制定计

划、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数据汇总分析、统一结果利用”

的原则 , 统筹部署抽检监测工作 , 汇总食品抽检监测数

据形成各类食品安全情况的分析报告[24]。目前监管部门

积极推进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平台, 平台可

以统计分析抽检数据, 如抽样环节中各类食品地区分布

是否合理, 抽样范围是否覆盖到 3小类食品等[25], 检验机

构可以通过平台, 直观、全面、系统地了解机构承担的抽

样检测情况[26]和食品安全抽检数据, 更好地为食品安全

监管提供技术支持。 

5.4  深入挖掘分析 

检验机构对报告常见问题的分类分析, 可以有效降

低检验报告差错率和事故率, 确保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和准

确性; 对历年抽检不合格信息挖掘可做为食品风险因子的

基础数据, 分析各类食品安全风险等级, 实现主动预防和

精准控制食品安全风险。传统人工分析抽检数据与个人经

验认知有关, 利用信息技术多维度的对抽检信息分类、整

合、统计, 并深入分析[23]。合理运用大数据手段, 对抽检

工作中各类数据整理分析, 实现数据的充分挖掘与利用, 

可以做为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完善法规案例数据, 有

利于检验机构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6  结  论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为管理和利用检验报告数据带

来新的创新模式, 现阶段检验机构运用 LIMS 管理检验数

据, 在数据运用方面可进一步利用信息化手段挖掘分析抽

检不合格或问题报告数据, 挖掘抽样、检验、报告各环节

数据, 为健全食品安全标准法规体系提供数据支持, 有利

于检测机构提高自身能力, 减少抽检工作成本, 更好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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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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