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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国际食品贸

易的逐年增长,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继人口、资源、环境

之后的第 4 大社会问题。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 风味多

变, 因地域、气候、人口和从业人员不同而差异明显, 这

种特性决定了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

战。2017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指出, 要“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让人民吃的放心”, 

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7 次会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19 年 5 月, 中共

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尽管国家、

社会和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越来越高, 但现有安全监管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微生物和重金属污染、农药兽药残留

超标、添加剂使用不规范、制假售假等问题时有发生, 对

简捷、高效的安全监控技术和产品需求量越来越大。 

目前食品安全监控检测方式主要有 2 类, (1)基于传

感器技术、可视化技术、便携光谱技术、酶联免疫分析

技术及便携气相色谱技术等快速检测技术, 主要用于市

场大面积食品监测中样品的初筛, 这类方法具有快速、简

捷、可现场检测等特点。(2)现行国标和行标确定的、依

赖于大型仪器如质谱、色谱的实验室分析检测技术, 用

于食品安全准确检测。随着我国分析检测技术的快速发

展, 针对食品安全相关的灵敏准确的分析技术与方法层

出不穷。但是, 鉴于各类食品的来源广泛、基体复杂, 各

种危害物或潜在危害物结构多样、含量极低 , 快速高效

地去除大部分基质及干扰物质 , 高效富集目标成分以

便于后续准确分析检测的样品前处理技术 , 已制约了

食品安全监控 , 特别是成为现场快速、高通量监控的瓶

颈问题。  

有鉴于此, 我们组织了本期“食品分析样品前处理方

法研究”专题, 严格按照《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的创

新性、科学性、实用性标准进行筛选, 精选了来自国内食

品安全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检测机构和技术公司等 20 余家机构的 21 篇研究论文和

综述, 针对微生物、重金属、农兽残和添加剂等分析对象, 

涉及固相(微）萃取、分散液液微萃取、免疫磁分离、涡

旋、场辅助分离等样品前处理技术。5 篇综述分别介绍了

重金属、接触材料、油脂酸价和过氧化值以及五氯酚的

前处理研究进展; 1 篇解释了微生物学样品采集规程; 3 篇

涉及德氏乳酸杆菌、石房哈毒素和大肠杆菌; 4 篇涉及酰

胺类等不同农药残留。力求更全面反映食品安全监控中

样品前处理方法研究进展。 

迄今为止, 直接针对食品安全监测的样品前处理方

法仍显繁琐耗时, 市场产品低效单一、设备智能化程度低, 

市场对食品安全检测样品前处理技术、产品、装置及配

套方法有巨大需求。期待更多相关专题的推出, 有助于增

进食品安全监测技术交流, 聚集更多力量攻关食品安全

监测样品前处理技术瓶颈, 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及检测水平, 让人民吃的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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