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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测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技术 

孟  欣*, 温福田, 赵海鑫 

(佳木斯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测中心, 佳木斯  154000) 

摘  要: 随着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 监管认证条例对从事食品检测的实验室在考核评审中不断

提出新的要求, 加上食品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的检测项目数量和难度逐年增加, 要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 实验

室管理水平也需不断提升。本文根据工作实际, 从标准物质监控, 实验室内部比对, 加标回收 3 个方面进行阐

述, 分析了实验室人员对检测质量进行自我控制的过程, 从而确保对检测数据结果的有效控制。保证分析测试

的误差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使分析数据在给定的置信水平内能达到要求的质量, 并对检测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改进的措施, 为食品检测实验室的质量控制提供借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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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technology of food testing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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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food safety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ulatory certification 

regulations continuously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in the assessment review for food testing laboratory, food 

testing projects put forward by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the difficulty increases year by year, so in order to 

ensure accuracy of test data, lab management level also need to be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work, this 

article expounded from 3 aspects of the standard substance monitoring, laboratory internal comparison, plus standard 

recycling, analyzed the laboratory personnel to self-control the quality of the test, thus ensuring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data effective control. To ensure that the error of the analysis test was controlled within the allowed range, so that the 

analysis data could reach the required quality within the given confidence level, and put forward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sting process,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guidanc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food testing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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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

中华民族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

略, 让人民吃得放心[1]。这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

局, 对食品安全工作做出的重大部署,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作为

食品检验机构, 检测数据的准确与否, 更关系着人民的健

康, 社会发展的走向。因此, 实验室需建立一套现代化的

质量管理体系, 从而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本文针对

食品检测实验室中检测数据的有效控制, 分析实验室人员

对检测质量进行自我控制的过程, 及时发现分析测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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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误差和新出现的系统误差, 从而采取相应的校正措施, 

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进而为食品检测实验室

的质量控制提供借鉴指导。 

2  检测结果的有效控制 

实验室质量控制[2,3]是指实验室利用现代科学管理的

方法和技术, 控制与分析有关的各个环节, 目的是把分析

测试的误差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保证分析的准确度和精

密度, 使分析数据在给定的置信水平内达到要求的质量。

实验室质量控制技术可分为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技术和实

验室外部质量控制技术。本文主要介绍了与食品检验员工

作密切相关的食品检测实验室化学检验质量控制技术。 

2.1  标准物质监控 

标准物质[4,5]是具有足够均匀和稳定性的物质, 其特

性适用于测量或标称特性检查中的预期用途。可以是固体、

液体或者气体。通常在校准测量仪器和装置、评价测量分

析方法、测量物质或材料特性值、考核分析人员的操作水

平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控制等工作中使用。 

用标准样品定量分析的结果与已知的含量相比较来

评价定量分析结果的准确度[6], 此时标准样品的已知含量

可作为标准值。将检测结果与标准物质证书上给出的认定

值进行比对, 如结果差异过大, 应由检测室查找原因, 进

行复测。若复测结果仍不符合要求, 对检测过程进行检查, 

查到原因后立即进行纠正, 同时对同批样品进行复测。 

因此在新方法评估、检测过程控制、人员考核及实验

室比对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2.2  实验室内部比对 

实验室内部比对[7]是寻求比对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

响 , 根据所选比对因素的不同 , 比对形式主要有人员比

对、方法比对、仪器比对和留样再测等。 

实验室内部比对方式多样, 操作灵活。不同的比对可

适于不同的目的, 通过多方面的比对可全面考察实验室内

部质量情况, 根据比对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 达到质量控

制的目的。 

目前实验室内部比对形式常用的是单因素比对形式。

除检测人员不同外, 其他因素如检测样品、检测方法、检

测仪器、检测环境和时间都要相同。实验室内部比对的方

法步骤大体分为: 方案设计、组织实施和结果分析和评价。 

留样再测[7]是在不同的时间内, 对同一样品作再次的

检测, 若 2 次检测结果符合评价要求, 说明该检测能力持续

有效, 有利于监控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并了解其变化趋势。 

留样再测不同于平行试验, 因 2 次测定时间间隔较长, 

其试验条件的不确定因素要多于平行试验。留样再测只能

对检测结果的重复性进行控制而不能判断是否存在系统误

差。留样再测应注意所留样品的性能指标的稳定性, 对于

一些易挥发、易氧化等目标物性质不稳定的项目或难留存

的样品, 不宜采用留样再测。 

留样再测作为内部质量控制手段, 主要适用于: 有一

定水平检测数据的样品或阳性样品、待检测项目相对比较

稳定的样品以及当需要对留存样品特性的监控、检测结果

的再现性验证等。 

2.3  加标回收 

加标回收[7,8]指在样品中加入一定量的被测组分后将

其与样品同时测定, 进行对照试验, 考察加入的被测组分

能否定量回收, 通常以回收率来衡量, 加标回收率是以分

析结果的增量占添加的已知量的百分比表示。通常情况下, 

回收率[9]越接近 100%, 定量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就越高, 因

此可以用回收率的大小来评价定量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加标回收分为空白加标回收和样品加标回收。 

空白加标回收[10]是指在没有被测物质的空白样品基

质中加入定量的标准物质, 按样品的处理步骤分析, 得到

的结果与理论值的比值即为空白加标回收率。 

样品加标回收[1114]是指相同的样品取 2份, 其中一份

加入定量的待测成分标准物质; 2 份同时按相同的分析步

骤分析, 加标的一份所得的结果减去未加标一份所得的结

果, 其差值同加入标准物质的理论值之比即为样品加标回

收率。 

影响加标回收率的因素很多, 包括测定方法本身的

缺陷、加标量的水平及准确性、加标体积、操作人员水平、

样本底值和样品的均匀性等。其中加标水平的原则[15]是: 

加标量应尽量与样品中待测物含量相等或相近, 并应注意

对样品容积的影响; 当样品中待测物含量接近方法检出限

时, 加标量应控制在校准曲线的低浓度范围; 在任何情况

下加标量均不得大于待测物含量的 3 倍; 加标后的测定值

不应超过方法的测量上限的 90%; 当样品中待测物浓度高

于校准曲线的中间浓度时, 加标量应控制在待测物浓度的

半量。 

加标回收作为质量监控适用于各类化学分析。加标回

收试验不完全适用于食品样品中重金属含量的全程控制, 

因为加标试验不能控制样品的消解过程。 

3  结  论 

在食品检测领域, 食品检测实验室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为食品检测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促进了食品

检测技术水平的提高, 以及检测质量的提升。检测数据结

果的准确与否, 直接关系食品生产企业生产方向与工艺流

程的改变。但建立高水平的食品检测实验室, 需要科学的

管理体系, 工作人员扎实的理论与实践知识, 以及相关部

门的共同协作。实验室的管理者应充分认识质量控制的必

要性, 鼓励全员参与, 从内部质量控制着手, 同时借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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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质量控制活动, 科学地做好实验室的质量控制计划及结

果与评价与改进工作, 保证食品安全检测结果的可靠与真

实、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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