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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快检室能力建设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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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在农贸市场建立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实验室, 

通过每日抽样检测, 能有效发现和消除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隐患, 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本文以目

前农贸市场快检室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 提出加强实验室的能力建设是开展快检工作的首要任务, 

进而就实验室能力建设方面提出建议, 以期为相关政府单位和企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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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rapid inspection 
laboratory in the agricultur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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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ood safety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establishment of fast food safety testing laboratory in the agricultural market can effectively discover and eliminate the 

hidden dangers of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daily sampling testing, so as to ensure the food 

safety of the people.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rapid inspection laboratory in the agricultural 

market,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at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building of the laboratory wa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rapid inspection work, and then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capacity-building of the laborator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unit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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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以其操作简单、快速

灵敏、价格低廉等特点, 在农贸市场、农产品加工企业等

大范围、高频次快速筛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尤其

农贸市场, 作为百姓的“菜篮子”, 产品流通速度非常快, 
传统实验室检测模式很难满足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的快

速监控要求[2,3]。因此, 近年来, 国内许多地方市场监督管

理政府部门通过快检服务外包形式, 开展农贸市场食用农

产品天天快检工作, 即在农贸市场建立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实验室(以下简称“快检室”), 每日对市场售卖的食用农产

品进行抽样检验, 并在短时间内出具并公示检测结果。这

一项工作的开展能有效发现和消除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存

在的隐患, 做好源头把控, 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政府相关部门每年不断增加对此项工作的财政支出, 
连续多年还将其列为政府“民生实事”工程之一, 足见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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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天天快检工作的重视程度[4]。 
但是通过走访、调查农贸市场快检室的建设及运行情

况, 了解到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5], 如市场检测

人员无准入门槛, 检测技术水平普遍偏低, 市场检测设备

配置不齐, 检测结果假阳性、假阴性率较高等情况, 农贸

市场快检室还不能完全发挥源头风险把控的作用。本文以

问题为导向, 提出快检室能力建设和运行的一些建议, 以
期为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参考。 

2  农贸市场快检室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2.1  农贸市场开办者承担主体责任意识淡薄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

九条指出: “批发市场开办者应当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 
委托具有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 开展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

或者快速检测, 并根据食用农产品种类和风险等级确定抽

样检验或者快速检测频次”[6]。该管理办法已作出明确要求, 
但部分农贸市场的开办者主体责任意识淡薄, 实验室运行

完全依托第三方快检服务机构, 对监管部门下达的抽检任

务和要求, 存在推诿、敷衍等消极态度。市场开办者未真

正意识到保障快检室的规范运行是一项义务, 是他们应担

负起的责任。 

2.2  农贸市场对快检室的投入不足 

2.2.1  专业检测人员配备不足 
快速检测技术相较于传统实验室检测技术, 具有操

作简便的特点, 对于检测人员的专业技术要求相对较低。

但是, 从目前农贸市场对于检测人员配备情况来看, 大多

基本无门槛要求, 仅仅经过简单培训, 甚至未经任何培训

就安排上岗, 这不符合实验室建设的相关要求。在检测过

程中, 常有监督抽查人员发现检测人员基本无操作严谨性, 
时有未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的现象, 存在多加、少

加及漏加试剂的情况, 从而导致检测结果的不准确。此外, 
部分市场未配备专职检测人员, 以市场内无相关专业背景, 
文化水平低的其他岗位的人员兼职此项工作。这些现象致

使快检室形同虚设, 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方

面造成实验耗材的大量浪费, 另一方面快检结果难被销售

者认可, 快检室权威被质疑[5]。 
2.2.2  检测设备配置不足 

据调查, 大部分农贸市场快检室除了政府配置的农

药残留快速检测仪外, 基本无其他检测用仪器。因此, 市
场一般开展的多为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的检测。而对于

需要额外配备水浴锅、离心机、氮气浓缩仪等前处理设备

的兽药残留项目的检测, 如孔雀石绿、呋喃唑酮等, 虽有

开展, 却较难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兽残检测设备配置不足

的现状导致农贸市场快检室在开展水产品检测上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 以致于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难以得到有效监测。 

2.2.3  检测条件不足 
实验室空间布局科学、合理, 才能有效防止交叉污染。

快检室无论检测场地规模大小, 均应根据开展的检测项目

要求的参数, 从水电条件、通风排气、照明、试剂及样品存

放等方面出发, 进行合理分区[7]。但据调查发现, 大多数农

贸市场快检室在建设时, 并未进行合理分区布局, 主要体现

在以下 3 个方面: (1)样品前处理区和洗涤区的混用, 易导致

在样品前处理和制样的过程中发生已洗涤干净的玻璃器皿

等耗材的再次污染; (2)有机前处理区和制样区混用, 易导致

在样品处理和流转的过程中发生样品交叉污染; (3)少数实

验室的办公区和实验区混用, 工作人员的谈笑或来回走动

都将严重干扰到检测人员的正常操作, 导致结果出现不符

合现象。另外, 多数农贸市场快检室未配备有效的通风排气

设施, 兽药残留检测过程中所使用的有机试剂, 如乙酸乙

酯、正己烷、乙腈等具有挥发性, 有刺激性气味而且对人体

会造成一定的危害, 这也是市场方在开展兽药残留项目时

积极性不高, 存在抵触心理的主要因素。 

2.3  农贸市场快检室选择试剂盒难度大 

随着国内食品安全快检试剂盒的大量使用, 相关部

门也陆续出台了有关试剂盒评价方法和检测标准 , 
2017~2019 年间,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发布了 22 项食品

快检标准 [8‒10], 但标准数量还远不能覆盖市面售卖的快

检试剂盒品种 , 从而导致试剂盒鱼龙混杂 , 质量问题频

出[11,12]。农贸市场快检人员在使用过程中, 时有发现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正常操作, 对照线(C 线)颜色肉眼几乎难以

辨认, 或者呈现中间断裂的线型的现象, 只能采取复检, 
这同时也就增加了快检室的运行成本。此外, 还发现已通

过评价的试剂盒, 投放至市场的说明书和检测用试剂与评

价时不一致, 而经过改装的试剂盒质量是否达标难以保

证。加上农贸市场快检人员不具备试剂盒质量验收和评价

的能力, 因此如何选择质优的试剂盒, 对于他们来说, 存
在极大的难度。 

2.4  农贸市场快检室质量管理体系不完善 

构建和完善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 能科学评判该

快检室在食用农产品质量检测的有效性, 最大程度降低人

为因素导致的结果不准确[13]。而目前, 农贸市场快检室在

工作流程及管理制度方面还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 使得

管理条文流于表面, 如各类档案资料随意更改、丢弃, 试
剂使用情况无法溯源, 检测人员的技术能力不达标等, 这
都源于快检室管理和检测人员缺乏构建实验室质量管理体

系的认知和能力。 

3  加强农贸市场快检室能力建设的建议 

农贸市场快检室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目前运行不畅, 归根结底是能力建设跟不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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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市场开办方及第三方服务机构应充分发挥各自

职能, 密切合作, 共同努力, 制定应对方案, 使快检室的

检测能力得以提升, 真正为人民群众拥有安全的“菜篮子”
作出贡献。 

3.1  增强市场开办者主体责任意识 

保证食用农产品安全, 就是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14]。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对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

开展快检等相关工作的宣贯力度, 使其充分认识主体责任

的真正涵义。一方面要强调交易市场的开办者的责任与义

务, 增强主体意识。作为市场管理者, 开展快检工作, 并使

实验室规范运行, 是其责任与义务的工作范围; 另一方面, 
在农贸市场开展快检工作, 是一项民生工程, 可及时发现

并消除食用农产品安全隐患, 人民可以食用的更加放心, 
开展快检工作的利远大于弊。 

3.2  加大市场快检室建设的投入力度 

市场快检室申报建设之初, 政府部门应做好支持和审

核工作, 在检测设备采购上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 在快检

室的布局上给予专业角度的技术支持, 对准备上岗的检测

人员应进行培训考核等, 使快检室能规范化的有效运行。 
3.2.1  增加检测设备投入 

设备的配置情况由投资规模决定, 并对检测水平造

成一定的影响[7]。检测设备的配置可根据农贸市场实验室

开展农产品检测项目需求决定, 对于农贸市场肉类、水产

品、禽蛋类比较丰富的市场, 应及早配备兽药残留项目检

测必要的水浴锅、离心机及氮气浓缩仪等相关小型快速检

测前处理设备。建议对于一些日常工作量比较小的市场, 
可与周边市场实验室共同建立检测体系, 共享检测设备, 
一可降低投资成本, 二可达到结果互相验证的目的。政府

相关部门应从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角度出发, 积极为农贸

市场开办者解决仪器设备不足的客观问题。 
3.2.2  科学、合理布局快检室 

建设农贸市场快检实验室应以科学、合理为原则, 建
议建立快检实验室利用现有的资源以节约成本, 根据实验

需求相应扩大实验室面积, 合理调整实验室布局。在开展

项目方面, 从农贸市场的实际出发, 围绕农贸市场重点售

卖的品种, 开展检测工作, 并尽可能多覆盖检测项目。在

实验室建设改造方面, 前处理区、制样区、洗涤区应分区

明确, 有效避免样品间的交叉污染; 增加通风设施, 为检

测人员提供一个安全的检测环境。 
3.2.3  建立检测人员技术能力的培训考核机制 

准确性是任何检验检测工作的基本要求, 而检测人

员是保证结果准确性的核心要素[15]。(1)规范检测人员入行

门槛。建议每个农贸市场应至少配备 2 名检测人员, 拥有

食品、化学等相关专业背景, 具备基本的化学实操能力, 
自觉接受入职培训和考核, 持证上岗。(2)建立健全的培训

考核机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或第三方服务机构应定期、

分批举办检测人员培训班, 内容可围绕农贸市场快检实验

室能力建设方面, 如快检档案管理、试剂溯源、仪器管理、

快检技术、不合格处理等, 从理论和实操培训双管齐下。

培训后, 进行理论知识考核和盲样考核, 不合格者需要进

行再培训。严格的检测人员入门及培训考核制度是保障快

检工作规范运行的首要条件。 

3.3  提高快检试剂盒使用效率 

目前, 国内研究学者多侧重于食品快检方法学的研

究, 而对于试剂盒产品的评价、验收机制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 为保证农贸市场使用的试剂盒质量的稳定性, 提高

使用效率, 首先应建立严格的试剂盒评价机制, 建议具有

资质的权威检测机构才可对快检试剂盒开展评价工作, 政
府部门应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 按照统一的标准评价后, 
还应定期组织试剂盒质量追踪评价; 其次, 建立合格试剂

盒品牌目录并及时发布、更新, 方便农贸市场快检人员选

择; 最后, 可由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协助

农贸市场进行采购, 并提供试剂盒技术验收服务。 

3.4  加快构建快检室质量管理体系 

结合目前农贸市场快检室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建议

构建契合自身情况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1)明确划分快

检室管理人员、检测人员职责; (2)制定人员比对计划, 定期

组织检测人员盲样考核能力验证, 稳步提升实验室快检能

力; (3)加强质量体系的监督考核, 并将考核成绩与快检室

管理人员和检测人员的工资绩效挂钩, 以充分调动相关人

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5  建立监督问责机制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对一线监管单位、市场开办方、

第三方服务机构建立完整的问责机制, 明确各方职责, 增
设奖惩条款, 从而在制度上加以鼓励和约束。通过定期开

展考核评价工作, 技术上聘请专业人士对快检实验室检测

工作的规范性, 原始记录的完整性, 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

性及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等进行评价, 若在监督中发现的问

题, 应按要求及时整改, 若发现其存在弄虚作假, 应追究

各方责任, 依法进行处罚。 

4  结  语 

农贸市场食品安全快检实验室的能力建设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我国食品快检标准和法律法规制

度的不断完善, 快检技术将会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有打好农贸市场检测室的基础能力

建设的根基 , 不断提高检测技术水平 , 才能促进农贸市

场天天快检工作长远发展, 真正为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

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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