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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验检测样品管理的过程控制 

章  瑜* 

(江西省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南昌  330001) 

摘  要: 样品是检验检测工作的对象, 样品的抽取、包装、运输、确认、标识、制备、存储、清理都直接影

响检验检测的结果, 规范样品的抽取和管理, 对提高检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有着重要作用。《检测和校准实验

室能力认可准则》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中对样品的处置、抽样均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本文从样品的抽取和实验室管理 2 个环节着手, 综述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措施, 供检验检测机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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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control of sample management in food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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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mples are the objects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The extraction,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confirmation, identification, preparation, storage and cleaning of samples directly affect the results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Standardizing the extra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ampl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results. Accreditation Criteria for the Competence of Testing and Calibration Laboratories 

and Competence Assessment for the Inspection Body and Laboratory Mandatory Approval-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Inspection Body and Laboratory all set clear requirements for sample disposal and sampl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blems in practice from two aspects of sample extraction and laboratory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or reference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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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问题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 食品检验

检测是食品安全保障的重要环节之一, 样品是检验检测的

实施对象, 其抽取环节, 包括抽取和运输过程, 和进入实

验室后的样品管理环节的好坏与否, 直接影响检验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可靠性。CNAS-CL 01:2018《检测和校准实

验室能力认可准则》[1]和 RB/T 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2]中对样品的处

置、抽样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只有检验检测的样品抽取 

和管理的过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具有代表性、真实性、

唯一性、有效性和及时性, 检验检测工作才能发挥应有的

技术支撑作用。本文阐述了样品的抽取环节和实验室管理

环节中常见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以期为检

验检测机构提供参考。 

2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1  样品抽取 

2.1.1  样品的选择和抽样数量 

一是抽取的样品不具有代表性, 如实施国家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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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督抽检计划时, 将畜肉样品直接挑选 2 份, 作为检样

和复检备份样品, 未从不同部位抽取后, 分割混匀再分成

检样和复检备份样品[3]; 二是新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有

时无法一一对应产品类别, 导致抽检任务执行时, 抽取的

样品分类错误[4], 不利于抽检任务的完成和监管部门的后

处理工作; 三是抽检的样品保质期无法覆盖检验周期, 导

致样品作废; 四是抽取的样品数量不足, 无法进行复检, 

或者检测用样品数量只能满足微生物实验室, 食品理化实

验室需等微生物室完成检测后交接, 影响检验时效[5]。 

2.1.2  抽样信息和封条内容的填写 

抽样单信息填写不全, 被抽样单位名称或者地址采

用缩写或简写, 或者抽样样品信息填写错误等[6]。抽样单

的信息缺少关键的贮存条件未填写, 样品等级未明确, 给

检验工作的开展留下隐患。 

监督抽检任务的样品封条贴封方式不正确、破损, 信

息缺漏如缺少 2 位抽样人员和被抽样单位双方的签字、盖

章等。 

2.1.3  样品的包装和运输 

抽取散装食品时, 采用塑料袋随意包装, 未考虑无菌

操作和妥善保存, 导致样品吸水、失水、霉变、污染。部

分特殊样品需要冷藏或冷冻样品, 如乳制品、餐饮食品、

速冻食品等, 未全过程冷链运输的, 或者对储存运输环境

无监控, 记录无法溯源。农产品等保质期短的抽样样品未

采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实验室, 对样本进行检验, 导致样品

腐烂、污染[7,8]。  

抽取的样品需要邮寄时, 未进行有效的防护, 如采用

玻璃瓶、塑料瓶装的样品破损, 或液体样品泄露, 影响后

续检验检测工作的开展。未配备专业抽样工具及样品存放

设备, 存在食品样品翻滚、溢流和挤压等问题, 甚至部分

食品样品的“原貌”被破坏, 影响检测结果。抽取样品后, 车

内随意堆放, 无分层、隔断, 可能发生交叉污染, 影响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9]。 

2.2  实验室的样品管理 

2.2.1  样品的确认和接收 

委托检验的检测用样品, 未对样品和委托单信息核

对, 确认样品名称、数量、执行标准, 忽略了样品数量太

少, 要求的检验项目较多, 或者数量不足以满足复查、复

检的需要。 

接收的委托检验或监督抽检的样品有损坏、被污染、

变质、过期、批次不一致、封条破损或不符合要求等问题

未及时发现, 如速冻产品发生融化等[10], 导致检验检测工

作不能顺利进行, 影响工作的时效[11]。 

样品交接制度不完善, 没有现场进行样品数量及抽

样单信息的确认, 样品交接完毕之后发生样品数量不对, 

丢失的情况。交接流程不畅, 样品未及时交接至检验室, 

或者样品的流转过程长, 比如桶装水等需要同时检验微生

物和食品理化项目时, 业务流程从业务科受理后流转至微

生物实验室室检毕后, 再流转至食品理化实验室室, 样品

即临近保质期。 

对于一些检验项目如微生物、酸价、过氧化值等, 其

样品未及时安排检验, 造成了保存时间延长, 或密封包装

的样品, 打开包装影响较大的指标未优先安排实验, 影响

检验检测结果[12]。 

常规实验室样品管理方法采用人工统计, 工作量大, 

不便于实验室管理者实时了解实验室当日样品交接情况、

样品平衡情况和留样情况[13]。 

2.2.2  样品的标识 

一是实验室样品的编号规则太复杂, 前缀过长, 增加

检验操作过程和记录的工作量, 并且有些只有个别数字不

同, 容易造成出错。二是出现重复的样品编号, 到样后样

品接收人员未在样品登记本上及时记录编号, 再次收样在

记录本连续编号, 导致前后登记和未登记的 2 个样品出现

重复的编号。 

随着检测任务增多、样品数量和信息量增大, 人工填

写记录或输入记录容易填写不规范, 格式不统一, 样品信

息查询耗时长, 样品交接、处理等流程变长, 易出错[14]。 

2.2.3  样品的制备 

无专职制样人员, 兼职人员为了赶进度, 样品的制备

未满足代表性、真实性、唯一性和及时性等要求。如农残

样品具有易挥发特点影响检验结果, 制样人员未同时从初

检样品和复检样品的不同部位取样, 混匀后再供初检和复

检使用[15]。 

未采取有效方式, 屏蔽相关信息如被抽样单位信息, 

未使得样品处于盲样状态。制样人员在制样时需要同时书

写标签, 经常出现标签纸弄脏或看不清的情况。 

制样人员因为对方法标准不明确造成样品制备不符

合标准要求, 未有效防止吸水或失水、霉变、细菌污染的

问题。抽样人员对样品制备流程不清晰, 大部分方法标准

都对制样有要求, 如抽样人员对大米的待检样品未分 2 份, 

对于需要测量塑化剂指标的样品, 采用塑料袋、塑料瓶等

容器盛放[15,16]。 

2.2.4  样品的储存 

检验样品管理混乱, 各类别样品混放, 查找困难; 部

分液体或含油样品泄露出样品袋, 容易造成对其它样品的

污染; 需要冷藏/冷冻保存的样品有时和常温保存的样品

放在一起, 有气味的样品与其他样品混放, 导致有些项目

结果出现不合格。部分样品, 如肉制品等时未关注冰箱意

外停止制冷情况, 导致样品变质发臭[17,18]。样品储存环境

无监控记录, 存在样品损毁的风险。 

2.2.5  样品的调取和清理 

复检样品的调取或使用不规范, 未经授权随意调取。

样品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处理备样, 随意丢弃、返还、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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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样品。备样的留存期限不符合要求, 未到时间即自行处

置, 导致复检时样品缺失。 

3  对策和建议 

3.1  样品抽取 

3.1.1  样品的选择和抽样数量 

制定具体的抽样计划, 及时与检验室沟通协调后实

施, 提高工作完成的及时率, 计划应采取全类别均衡抽样, 

抽样数量尽量保持在 4 份以上, 便于 2 科室同步开展检验

检测工作。样品的抽取应核对样品实物和基本资料是否一

致, 使用的抽样工具应清洁、干燥、无异味, 不混入其他

物质。抽样时, 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抽

样细则的要求, 随机、代表性的科学抽取; 避免抽取保存

在 2 种不同的储存环境中的同一批次样品[1922]。委托检验

的样品应综合考虑, 仔细核对样品状态和信息。 

加强抽样人员的专业培训, 掌握产品的相关标准、试

验方法、环境条件及技术要求, 有的还需要了解生产企业

的工艺流程、设备状况及产品质量稳定程度、抽样单的填

写、抽取样品的数量、运输的特殊要求[7,23], 要求抽样人员

了解国家食品生产许可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和食品安全专

业知识[2426], 尤其关注《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内容和

SC 编号规则的要求, 要求在抽取样品时核对样品信息, 综

合研判产品的分类信息。所有抽样人员经考核合格后再安

排抽样工作[27]。 

抽样的样品应仔细核对保质期, 保证应覆盖实验室

的检验周期; 抽样的数量应严格按照。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抽样细则的要求, 数

量应满足全部待检项目的检测要求, 和供检验、复检和留

样备查用[28]。 

3.1.2  抽样信息和封条内容的填写 

监督抽检实施抽样时, 严格对照抽样单填写要求, 详

细填写每个栏目的内容, 抽样单位的名称、地址应与营业

执照的内容相一致, 不得采用缩写或简写等方式, 特别注

意抽样基数、等级等易忽略的信息[29]。封条应保证防止样

品的二次开启, 封条上应有 2 位抽样人员和被抽样单位双

方的签字、盖章[30], 封条应加紧在每个可能拆开的包装处, 

必要时可以拍照留底备查, 如封条破损, 则应更换并重新

封口。填写的样品信息填写应与实物一致[31]。 

3.1.3  样品的包装和运输 

样品采集完毕后, 应尽量在较短的时间运至实验室

检验, 盛放样品的容器上应该粘贴相应的标签, 注明样品

的名称、采集的地点、时间和批号, 同时标注采样的方法

和数量以及采样人的实际情况[20]。  

抽取的样品应关注保质期, 及时邮寄回实验室, 必要

时自行带回。运输过程中避免发生分解、挥发、受潮、风

干、变质和损坏的风险, 保障样品的外观和化学组成不受

影响, 不发生影响检验结论的变化[31,32]。 

邮寄样品需要进一步加强防护包装。与物流公司交涉, 

易碎的物品注意运输。对于保质期短的样品, 收检人员可

贴上警示标签, 便于检验室核对。应增大抽检设备和运输

物流的投入, 对于需要冷链运输、易腐烂变质的样品抽检

时, 应配备冷藏箱及冰块、车载冰箱或冷链运输车。对于

易碎样品, 需采用加固措施, 可用填充缓冲物或多层胶带

的方式予以保护。采取定制的加厚聚乙烯(polyethylene, PE)

袋来存储运输样品, 并且保证封口后只能强制破坏 PE 袋

才可启封样品, 保证备样封条及包装的完好[3]。    

科学选择抽样车辆, 保障空间充足, 能以分层隔断等

方式予以改造, 划分不同食品类型, 防止杂乱和交叉污染

的情况 ; 增设固定装置 , 防止食品外溢 , 配备冰柜专区 , 

后备箱的玻璃应有遮光措施, 防止车内温度过高[9]。 

3.2  实验室的样品管理 

3.2.1  样品的确认和接收 

接收委托样品, 应填写“委托检验协议书”, 接样人员

进行合同评审时, 应查看样品状况(包装、外观、数量、形

态特征、型号规格、等级等)[33], 并清点样品, 核对资料的

完整性, 确认样品的数量、性质、状态是否适宜检验检测

的要求, 特殊要求的样品, 应报技委会或技术负责人进行

特殊合同评审。接收监督抽检的样品还应核对抽样单信息, 

样品是否超过保质期、批次一致情况、封条和其他与检验

检测结论有影响的情况, 必要时保存样品的照片。对于抽

样不规范的样品, 应当拒绝接收[34,35]。 

3.2.2  样品的标识 

样品标识应清晰和具有唯一性, 保证在检验检测全过程

中自始至终保持标识正确、不模糊、标识与样品不脱离[32,36,37]。 

实现智能化扫码接样, 降低人工录入信息的错误率, 

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完善的样品交接制度, 样品流转每个

环节应有对应的责任人并明确各责任人的职责。制定接收

样品的作业指导书, 仔细核对样品的数量、包装、状态、

运输条件等, 并及时确认后合理的进行分类。 

3.2.3  样品的制备 

制定各类样品的制备作业指导书, 采取专人制样, 经

过培训考核后上岗。样品的制备中, 严格按照作业指导书

操作, 保证样品的均匀性、代表性、及时性和完整性; 样

品标签实行双份制, 避免制样过程损坏、无损标识。样品

制备过程属于简单的机械加工过程, 本身会产生热量, 而

过高的热量会导致很多化学反应, 如水分散失、易挥发成

分逸散、蛋白质变性、维生素类的分解等, 需进行有效控

制, 如能切剁的优选切剁, 组织捣碎机采用点触的方式缩

短加工时间, 或采取物理降温等, 保障热量及时散发。制

样环境应处于实验室要求的正常温湿度要求, 制样器具干

燥清洁, 采用惰性材质[38,39]。实行制样和检验相分离, 屏

蔽有关的生产企业信息 , 达到盲样的状态后下发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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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样品制备应保证样品处于一个混合均匀的状态[4042]。 

3.2.4  样品的储存 

及时采用信息化智能管理, 设置专门场所, 上线仓管

系统, 专人负责; 或者借鉴医院检验或药品的信息化系统, 

系统内容包括样品交接、样品平衡、留样管理、查询等模

块[9], 提高样品管理的效率。 

加强样品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 通过收样人员对样

品进行分类, 样品分为检样储存和备样储存。做好密封处

理、避光处理和保持合适的保存温度等[21]。样品库房应保

持清洁、通风、干燥, 避免样品受阳光直射, 防止样品受

潮、霉变、虫蛀、腐败变质, 确保样品的有效性。 

样品室合理设施区域, 综合考虑使用方便性、光照程

度。面积应满足收检、周转、存储的要求, 区域分为检样、

复检备查样、退样、待处理样品区等, 按保存条件分为: 常

温、冷藏、冷冻区, 同时, 样品室应在安全监控范围内, 保

证样品的不丢失、不调换[4345]。将需冷藏/冷冻样品放入冰

箱保存, 并监控冰箱温度, 做好记录; 其他样品分类存放, 

确保不会应样品变质导致结果不合格。不易腐败的食品样

品如米面制品、食用油、调味品、糖果、瓶装饮料等一般

采用常温储存; 对水产品、畜禽制品、速冻食品、冷冻饮

品等样品一般采用冰箱、冰柜进行冷冻储存; 对易腐败变

质的肉制品、糕点类等食品样品一般采用低温冷藏柜进行

低温储存[46]。液体和含油量多的样品可以用专门收纳盒放

置, 防止样品泄露至样品架或地面, 不易清理[47]。 

3.2.5  样品的调取和清理 

复检样品的调取严格按照要求, 经过授权后按程序

调取。检毕后的样品处置, 需要根据样品处理的作业指导

书实施处理, 监督抽检样品的处置, 按照监督抽检细则要

求执行; 委托样品的处置, 根据与客户签订的委托协议书

要求, 确定退回的样品需做好双方的交接, 无需退回的填

写样品处理记录表, 登记号样品的信息和处理形式、时间

和处理人、批准人等信息后, 再行处置[32,48,49]。 

4  结  论 

样品抽取和管理涉及食品检验的全过程, 其抽取和

管理的规范化程度直接影响检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50]。甚

至影响检验检测机构的声誉, 样品保管不当, 复检时甚至

可能引起法律纠纷。规范化的样品管理可以有效保证检测

结果的重现性, 加强样品抽取、运输、交接、标识、制备、

储存、清理的过程控制, 同时实验室质量监督部门应强化

样品流转各环节的记录、样品处理过程、样品室环境条件、

储存设备等方面的监督检查[46], 有助于提高样品管理的可

靠性, 保障检验检测结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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