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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食品安全成为社会极度关注的热门话题。食品安全关系到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是社会安

定、平稳发展的基础, 其中进口食品的安全性尤为重要, 因此需要对进入海关的食品进行精密仔细的安全性检

测, 以确保进口食品的安全性。海关食品的安全检测方法是保障进口食品安全性的重要手段, 也是进口食品进

入我国的第一道安全防线。本文分析了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在国内外和海关系统的应用, 以及海关对快检方法

的技术要求, 并提出了建立海关食品快检方法标准的建议, 以期为海关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快检技术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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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ood safety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great social concern. Food safety is related to 

people's most basic survival needs and is the basic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Among them, the safety 

of imported food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precise and careful safety inspection 

on the food entering the custom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imported food. The safety inspection method of customs food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imported food, and it is also the first safety line of defense for imported 

food into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of rapid food inspection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customs system,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establishing the standard of the rapid food inspection method of the 

customs,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pid food safety inspection technology of the 

customs i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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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食品安全从古至今都是社会特别关注的话题之一 , 

更是各级政府近些年来全力保障的民生问题之一。食品安

全检测成为保障食品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的有效措施和工

具。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各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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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测工作的努力下, 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2015 年, 有“史上最严”之称的《食品安全法》修订

施行。新《食品安全法》明确创新监管手段, 第一次将快

速检测技术写入法律文件[1]。 
现行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方法多为实验室定量方法[2‒4], 

检测成本高、检测周期长, 有的甚至超过了食用农产品的保

质期, 严重影响进出口食品通关速度, 因此海关系统急需建

立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5]。现有快速检测技术[6‒9], 以试剂

卡、化学比色法为主, 假阳性或假阴性情况比较多, 部分快

速检测指标无法满足限量要求。需要建立一套检测结果准

确、灵敏度满足限量要求、假阳性或假阴性的情况尽可能少

的快速检测技术。新的快速检测技术采用拉曼光谱法[10]、

生物芯片法等先进的技术手段[11], 以实现食品快验快放、加

快通关速度, 更好地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8〕37
号)[12]对海关所提出的创新检验检疫方法、进一步缩短检验

检疫周期的要求。本研究结合国内外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 
以及新兴的检测技术手段, 总结了现有快检检测技术, 以期

为海关食品安全快检技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在国内外的应用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以下简称“快检”)技术是一种快

速、定性、定量的检测技术, 该技术具有简便快速、所需

样品量少、稳定性好、检测方式灵活、灵敏度高等优点[13‒16], 
可以实现在短时间内检测食品是否属于正常状态、是否含

有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添加物质、含量是否超过相关限量标

准等要求[17‒19]。目前常用的快检技术主要有酶联免疫法、

化学比色法、生物芯片法、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拉曼光谱

法、生物化学发光检测法、生物传感器方法等, 能够做到

现场抽样、现场检测并能即时出具检测结果[20‒23]。目前现

场检测较为普遍使用的为化学比色法和免疫胶体金法。 
近年来, 国家市场监管部门、粮食部门、农业部门以

及有关省市均制定了许多针对不同产品不同项目的快检方

法[24‒25]。目前为止, 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 13 项快检方法, 涉

及到保健品、水产品、乳制品、白酒和食用油等。国家粮食

部门发布了 12 项快检方法标准, 主要针对真菌毒素和重金

属元素。农业部门发布了 8 项快检技术标准, 主要针对品质

项目、农残及毒素。商务部门发布了 11 项快检方法标准, 主

要针对动物组织中的瘦肉精、磺胺等兽药残留。各省市市场

监管局也发布了大量的快检方法标准, 主要针对饲料中真

菌毒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项目。同时工信部和市场监

管局等发布了多项针对快检检测仪的标准[26‒27], 对提升快

检市场设备技术水平提供了技术支持。 
国外也在大力推行快速检测方法的应用。欧美等国家

的通行做法是首先按照一定的规范对待检样品取样进行快

速检测, 如微生物抑制法、酶联免疫法、胶体金法、放射

免疫法等方法, 这些方法具有高通量、高灵敏度和检测时

限短的优点。快速检验结果为阴性的样品判定为合格, 快

检结果为阳性的样品需进一步扩大采样后采取“金标”方法

进行后续定量确证检测。此种检测流程避免了资源浪费, 
缩短了通关时间, 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大需求。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将快检

方法用于相关污染物、毒素、药物残留的快速筛查; 欧盟

委员会在 519/2014 号法规[28]中加入了筛查方法要求及使

用, 提出筛查方法是用于区分特定浓度的方法; 英国对于

贝类中海洋毒素的快检方法用于日常检查, 快检方法主要

用于现场问题筛查。 

2  海关食品行业标准和快检技术在海关系统中

的应用 

近年来, 我国进口食品贸易快速发展, 部分进口食品

已成为国内市场重要的供应来源。据海关总署发布的《2017
年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状况》[29]显示, 自 2011 年我国已经成

为全球第一大食品农产品进口市场。进口食品贸易的快速

增长, 对口岸食品安全的检测把关提出了新的要求。 

2.1  海关食品行业标准的应用 

海关检验检疫行业标准为海关依法把关, 维护国家

经济利益和安全提供了技术支撑。尤其在没有国家标准的

情况下, 针对畜禽肉类、鱼类、果汁等目标物建立的动植

物源性成分检测系列行业标准, 是我国第一批针对食品真

实性鉴别的系列标准, 不仅为海关依法把关, 也为我国国

内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持。 
截止 2019 年底, 已立项的海关食品行业标准 1771 项, 

已发布有效的食品行业标准 1207 项, 正在制定中的食品

标准 564 项, 主要有检验方法标准、规程类标准及少量的

基础标准, 其中检验方法类标准分为兽药残留、农药残留、

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元素、致病微生物、病毒、动植物源

性成分检测等。 
近年来, 随着对进口食品监管的不断强化, 食品行业

标准在海关内部地位有逐渐弱化趋势 , 主要原因是根据

《食品安全法》要求, 对进境食品检验检测, 海关实验室

首选国家标准方法, 行业标准一般作为第二选择, 且应用

范围较小。但是, 令人振奋的是, 海关行业标准的前瞻性

和先进性得到系统内外专家的一致肯定, 许多行业标准和

方法填补了该领域国内技术空白, 引起了行业内外广泛关

注, 许多行业标准也都转化为国家标准。 

2.2  快检方法标准的应用 

为保障进出口食品的安全, 海关检验检测机构一直

采用常规的定量抽检方式进行检验检疫, 实验室检测趋于

饱和, 造成检验检疫报告出具周期长, 严重影响了进出口

食品的快速通关。据初步统计, 目前海关系统仅已发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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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快检技术标准, 主要针对食品的真实属性及微生物等项

目, 涉及农兽残留和理化项目的较少。对于当前众多的进

出口食品品种和检验检测项目来说, 这 23 项快检方法标

准显然不能满足目前口岸把关工作需要。 
因此, 将目前国内外已成熟应用的食品快检方法应

用于进出口食品安全快速筛选检测, 对于扩大样品抽检比

例、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加快通关速度和降低检测成本和

提升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  海关食品快检方法的技术要求 

3.1  快检方法技术要求成熟, 检测质量稳定 

目前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主要分为基于光学分析的

快速检测技术、基于免疫学的快速检测技术、基于电化学的

快速检测技术、基于 PCR 的检测技术、基于生物芯片的检

测技术以及基于纳米材料的快速检测技术等[30], 如何从众

多的快速检测技术中选择技术成熟、检测质量稳定的检测方

法, 是海关系统建立快速检测方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3.2  快检方法应特异性强、假阴性率低、假阳性率

符合要求 

假阴性率指方法在实验条件下达到的实际最低检出

水平时, 阳性样品中检出阴性结果的最大概率(以百分比

计); 假阳性率指方法在实验条件下达到的实际最低检出

水平时, 阴性样品中检出阳性结果的最大概率(以百分比

计)。假阴性率和假阳性率是考核快检方法是否成熟的重要

指标, 只有假阴性率和假阳性率在可接受水平下, 才能确

保快检结果的可信性[31]。 

3.3  灵敏度高, 检出限要优于或达到实验室检测方

法的同等水平, 并且符合限量标准要求 

最低检出水平(检出限)的设置对于禁用物质或者无残

留限量的物质, 应小于或者等于参比方法的检出限水平, 
对于存在国家标准限值规定的物质应小于或等于限值规

定。灵敏度指方法在实验条件下达到的实际最低检出水平

时 , 检出阳性结果的阳性样品数占总阳性样品数的百分

比。只有检出限或灵敏度达到实验室检测方法同等水平, 
尤其是对于限用或者禁用物质, 在实际应用中才能够满足

海关监管需求, 满足快速通关需求。 

3.4  前处理操作简单方便 

前处理应步骤简便、时间短, 不需要昂贵的试剂、耗

材, 不需要专业实验室、专业人才和专门的大型设备, 适

于口岸现场操作。 

3.5  适用范围较广, 可用于不同类型口岸和不同样

品基质的检测 

目前在流通环节中常见的快速检测方法主要针对农

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非食用物质、真霉菌毒素、金属

污染物等方面, 基本可以满足日常样品的风险监测和问题

样品筛查。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食品基质复杂多样, 
还需进一步对快检方法进行研究扩展检测基质。 

4  建立海关食品快检方法标准的建议 

虽然快检方法在进出口食品贸易检验检测把关中具

有重要作用和应用前景, 但由于海关食品检验检测属于执

法行为, 必须要确保快检方法的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

和合法性, 因此建立完善海关快检方法标准成为必然。 

4.1  加快相关快检技术标准的建立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800 余项, 行业标准

2900 余项, 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 650 多项。2009 年 6 月 1
日《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 我国食品安全检测体系框架

基本形成。但由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多为强制性标准, 行

业标准应用范围存在局限, 同时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

定与发布周期均较长, 使得目前快检方法还不能满足实际

需要, 因此应加快建立相关快检技术标准, 包括食品中致

病微生物快检标准、农兽药物残留快检标准、非法添加物

快检标准、食品环境污染物快检标准、食品成分鉴别快检

标准、食品关键成分含量快检标准等。 

4.2  严格快检方法标准或产品的审查和评价 

鉴于对快检方法科学性和严谨性的要求, 必须要严格

快检方法标准的审查, 明确标准方法正式审查前的验证程

序和验证内容等验证标准要求, 规范验证工作。目前, 食品

理化检测和微生物学检验方法验证通则(国家标准)正在制

定中, 这将规范我国快检方法或快检产品的验证工作。 
快检标准发布后, 要建立对快检方法或快检技术产品的

科学评价制度。国外发达国家的快检产品评价制度和体系已

发展得比较完善, 我国快检产品评价体系建立工作刚刚起步, 
2018 年已经启动了“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食品安全专项快检

方法(产品)评价体系课题研究,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印发食

品安全快检产品评价系列指南等。因此, 海关系统也应加快

建立快检方法标准或快检产品的评价制度[32‒34]。 

4.3  建立海关系统食品快检预警系统 

建立海关系统食品安全快检数据追溯平台, 有助于

方便各级海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实时掌握现场检测数据, 
及时处理不合格产品, 充分发挥快检技术在跨境贸易食品

安全监管中的预警作用[35]。 

4.4  提升海关技术能力 

海关系统内的众多专家, 一部分专家已对快检技术

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一部分专家也在参与有关快检技术

国家标准的起草等工作。基于国内外食品安全快检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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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和加快进出境食品通关的需要, 建议海关总署有

关司局支持并允许在口岸一线执法中推广应用快检技术, 
并支持食品专业委加快快检标准方法的研发建立, 尽快完

善食品快检标准体系。 

4.5  海关快检标准体系与其他国内外标准体系如何

对接和互认的问题 

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对快检方法进行认定, 只要满足科

学性要求的方法均可使用。国际上对快检方法和产品具有影

响力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主要有美国分析化学师协会、法国标

准协会和北欧食品安全分析委员会等, 通过验证的快检方

法将获得 AOAC RI 标志, 并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告通过验证

的快检方法信息。加强与国际间的快检方法比对、互认, 是

接下来建立海关快检标准体系的一个重要工作之一。 

5  结束语 

在当今社会,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对

出现的各种食品安全事故持零容忍的态度, 所以面对诸多

的进口食品, 海关需要把好第一道安全关。本文介绍了快

检技术在国内外海关食品检测方面的应用, 并且提出了快

检技术在海关食品检测中检测质量稳定、检测特异性强、

灵敏度高、前处理操作简便和适用范围广等技术要求。同

时, 针对目前海关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存在的法律法规问题

提出了建立海关食品快检方法标准的建议, 为海关食品安

全快检技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现今的海关食品

安全监管中的检测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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