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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以其简便、快速的特点, 在基层食品日常监管中能快速筛查出存在的食品安

全问题, 利用科技弥补了基层人员不足, 提高了效率; 同时作为一个初筛方法为制定食品抽检计划提供科学

依据。为解决食品法检周期长、快速检测结果法律效力较弱、基层快检点人员专业性不强等问题, 提高食品

快速检测准确性、可靠性、权威性, 昆山市已建立市级快检中心、乡镇快检分中心和基层快检点三级检测体

系, 由市级快检中心从人、机、法、料、环等环节强化管控, 提高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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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rapid detection techn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simplicity and rapidity. In the grassroots 

daily food supervision, it can quickly screen out the existing food safety problems,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grassroots staff by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be used as a 

preliminary screening method for the formulation of food sampling plan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ong cycleof food inspection, weak legal effect of rapid inspection results, and low professionalism of 

grassrootsrapid inspection personnel,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and authority of food rapid inspection, 

Kunshan established a three-level inspection system for municipal rapid inspection centers, township rapid inspection 

sub-centers, and grassroots rapid inspection sits. The municipal rapid inspection center strengthen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from the aspects of human, machine, law, material, and environment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and 

authority of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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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但随着

科学技术的进步, 对农药、兽药、添加剂、非法添加物等

的违用、滥用更加隐蔽, 使监管人员无法快速识别, 而传

统的实验室检测所需要的时间长, 等到检测报告出来可能

已经进入了餐桌。目前, 食品的快速检测的特异性、灵敏

度相较过去已更加可靠, 相较于传统检测的检测周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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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具优势, 食品的快速检测将会有着更加稳定的发展趋

势[1]。当前我国从事餐饮、食品销售等经营主体数量较大, 
中小微型餐饮占比较高, 新成立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业

务种类多、人员少, 食品快速检测技术作为新的监管手段,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节约了人

力、物力, 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2,3]。食品

快速检测技术还可用于食品原料的验收, 比如对进入大型

批发农贸市场的菜品开展快速检测, 从源头管控食品原料

质量。 
昆山市作为全国百强县之首, 已经建成了两期食品

安全快速检测体系, 全市的各大农贸市场、重点学校食堂

和企业食堂部署了食品快检点/室, 政府配备快检设备和

试剂, 对各快检点每天实时上传的数据核查, 有问题可以

及时追踪。本文通过对昆山市食品安全快检体系建设现状

进行概述并提出相应对策, 以期为昆山市食品安全监管提

供依据。 

2  昆山市食品快检体系现状 

昆山市已成立 1 个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心, 在各乡

镇、开发区共设置 12 个食品快检分中心, 农贸市场、大型

超市以及重点学校和企业食堂都建立了快检点, 各快检点

每天按照规定根据各自当天的菜品开展农药残留、抗生素、

非法添加物等项目检测[4]。按照三级检测体系, 快检点负

责本市场或者企业的农产品和食品中农药残留、瘦肉精等

检测; 快检分中心负责本辖区内餐饮、商超农贸市场等流

通领域食品快检的全项目, 同时承担平时的食品保障活动, 
为现场监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5]; 市快检中心从人、机、

法、料、环等环节管控检测结果质量, 对各快检点阳性样

品复检及后期处理。 

3  昆山市食品快检技术的优点 

3.1  检测快速方便 

传统的实验室检测需要很长一个过程, 等到检测结

果出来, 检测对象可能早已成为人们餐桌前的食物; 而昆

山市食品快检可以将设备带至现场, 对现场的样品直接测

定, 最短几分钟之内就可得出结果, 为现场监管人员提供

了及时的监管依据。 

3.2  检测关口前移 

昆山在蔬菜批发市场设立快检点, 每天对进入的蔬

菜进行快速检测, 这样可以对全市大型批发市场进入流通

的蔬菜统一扎口检测, 为后续的蔬菜验收减轻负担, 节约

了人力物力, 强化了蔬菜流通环节的管控力度。 

3.3  检测项目多样 

一台仪器配上不同试剂能够检测农药残留、抗生素、

非法添加物等几十个项目, 可以进行原料验收和初筛发现

风险性污染物, 为后期制定抽检计划确定检查项目提供准

确依据。 

4  食品快检技术在昆山基层运行中的问题 

食品快检技术是一个系统性的项目, 包括检测人员、

仪器试剂、检测方法、样品抽取、检测环境等很多环节, 任
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 所以我

们在食品快检过程中要加强对人(检测人员)、机(仪器设

备)、法(检测方法)、料(检测试剂)、环(检测环境)等的控制

以确保检测结果的真实可信[6]。 

4.1  食品快检技术人员 

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各快

检分中心的检测工作一般由协管员来操作, 他们中既有专

职也有兼职, 基本上都是非专业技术人员, 缺乏实验基础

能力, 经过简单的培训以后上岗进行检测工作, 对检测工

作不能按照正确的操作规程, 有些操作人员还承担着平时

的日常监管工作, 难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相关的专

业知识; 在快速检测过程中对关键步骤操作不严格, 没有

检测质量控制意识, 易造成假阳性或者假阴性结果; 而且

由于种种原因协管员离职率较高, 无法形成稳定的专业检

测队伍。 

4.2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器、试剂因素 

不同的仪器设备配套的试剂不通用, 专一性强。由于

快检设备与试剂必须经过政府招标采购, 不同的中标供应

商提供不同的产品, 无法实现兼容。昆山已经建成的两期

食品快检点并投入使用, 但一期和二期的检测设备是不同

厂家中标, 所以出现了不同的仪器试剂和操作方法。 

4.3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局限性[7] 

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 虽然已经制定了食品快速检

测的技术规范, 但按照《食品安全法》[8]对快速检测结果

阳性的必须要对食品进行抽查检测, 否则不能作为行政处

罚的依据。而对于生鲜类食品, 等到检测报告出来的时候, 
前期扣押的食品已经腐烂, 如果检测结果正常, 对商家如

何赔偿又是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当前各分中心开展的食品

快检技术仅针对理化性质的常规项目, 对于重金属[9]、致

病菌等微生物的项目还无法开展。国家已经公布的食品快

速检测标准覆盖面有限, 对于暂未出台相关国家标准的项

目如何有法律效力, 值得探讨[10]。 

4.4  检测项目的特异性不强 

检测质量无法控制, 阳性结果不可靠, 笔者曾经用自

来水和纯净水作为样品进行亚硝酸盐的快速检测, 结果自

来水为阳性 , 纯净水为阴性 , 后经送实验室验证均为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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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测环境也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比如农药残留

的酶抑制法, 实验环境温度对反应有很大影响, 在温度过

低的情况下, 按照试剂盒内的说明书规定时间内为反应完

全, 实则未反应完全, 从而产生假阳性[11]。 

5  对策和建议[12] 

昆山市已经建成市级快检中心, 各分局快检分中心, 
农贸市场、大型超市以及部分学校和企业食堂三级快检体

系, 有效合理配置检测资源[13]。按照“分级诊疗”模式开展

各项工作, 由于各级快检的检测能力不同, 检测项目的难

易, 可以实行“规定动作”+“自选动作”, 保证每天规定的检

测项目正常开展, 在快检点完成简单的检测项目, 有余力

的再开展其他的检测项目[14]。为解决食品快检技术在基层

运行中的问题, 建议如下。 

5.1  市级快检中心 

做好统一管理, 总体规划。对快检点的设置、设计布

局和日常工作等方面给予专业指导, 对下级快检人员操作

技能的培训; 制定考核标准, 制定月度和年度快检工作计

划, 定期对下级快检点开展工作考核, 负责奖励性事项; 
统一调配大型活动餐饮保障, 平时做好技术支持, 保证项

目储备, 有阳性结果时可以开展第二次检测, 试剂等耗材

的采购、储备发放, 管理检测数据平台, 有异常数据时提

出警示。 

5.2  快检分中心 

按照市级快检中心制定的工作计划有序开展日常快

检工作, 配合市级快检中心管理本辖区内各快检点, 指导

有序开展日常工作, 及时协调出现的问题。出现阳性结果

时, 先重复测定, 如果还是阳性则重新采集样品送市级快

检中心检测, 并对后续问题跟踪处理。服从市级快检中心

调配, 做好大型餐饮活动食品保障工作。 

5.3  各快检点 

按照市级快检中心制定的工作计划, 根据本单位的

实际情况开展快检工作, 并将当日的检查结果公示。接受

居民的免费检测。保障快检点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 维
护设备, 出现问题及时与上级快检点联系, 尽快解决并保

证工作的开展, 试剂按照要求保存, 节约使用。出现阳性

结果时, 对当批次产品的后续处理及时上报。 

6  小  结 

昆山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三

级检测体系, 保障了食品尤其是农产品在进入餐桌前的安

全, 相当于原材料的验收。按照“分级诊疗”模式, 各级坚持

保基本、促发展的要求, 按照自己能力检测项目, 避免了

能力强、项目全面的市级快检中心样品堆积、报告时间长, 

让各层级快检点各司其职, 真正发挥“快”的特点[15]。上下

畅通, 一旦出现问题能够及时报送上级, 对检测结果进行

及时的确认, 尤其是对于易腐的新鲜农产品, 必须发挥快

检的“快”的特点。在检测质量上, 市级快检中心需从人、

机、法、料、环等环节加强对下面快检点的管理, 如果需

要, 可以通过法检实验室进行实验比对, 印证快检实验的

检测结果, 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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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性食品加工与质量安全”专题征稿函 
 

当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人们对动物性食品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是数量上的追求, 正在向质量要求进行转

变, 然而目前国内动物性食品在各个方面仍需要进行完善。因此,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使动物性食品安全真正

得到保障, 已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动物性食品加工与质量安全”专题, 由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许晓曦教授担任

专题主编。专题将围绕现代化加工与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质量安全与检测技术、营养及风味成分分析技术、

污染防控与危害分析、法律法规和发展政策几方面, 或您认为本领域有意义的问题综述及研究论文均可, 专

题计划在 2021 年 3 月出版。  

本刊主编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吴永宁研究员与本专题主编许晓曦教授特邀请有关食品领域研究

人员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综述、研究论文和研究简报均可。请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 投稿。

我们将快速处理并经审稿合格后优先发表。  

同时烦请您帮忙在同事之间转发一下, 希望您能够推荐该领域的相关专家并提供电话和 E-mail。再次感

谢您的关怀与支持！ 

投稿方式(注明专题动物性食品加工与质量安全):  

网站: www.chinafoodj.com(备注: 投稿请登录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主页-作者 

登录-注册投稿-投稿栏目选择“2020 专题: 动物性食品加工与质量安全”) 

邮箱投稿: E-mail: jfoodsq@126.com(备注: 动物性食品加工与质量安全专题投稿)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