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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检测技术对于我国食品安全具有重

要的意义 

1.1  快速检测技术是我国食品安全国情的现实

需求 

我国农产品种养殖及食品加工的主体呈现小

杂散的特点, 绝大多数是个体户或小型企业, 这表

明我国食品来源渠道多情况繁杂 , 从而使得需要

进行食品安全检测的产品对象数量庞大。要将这么

多食品样品都送到专业质检实验室去检测是不现

实的。一方面, 这样的专业实验室需要配备大型昂

贵仪器及专业人员, 因此实验室设置数量有限, 同

时仪器分析方法检测周期长, 成本高, 实验室的检

测样品数量也有限。因此为了能够及时发现可疑食

品安全问题, 减少食品安全损失, 提高监管工作效

率, 食品样品应先进行快速检测, 不合格或可疑样

品根据需要再进入确证检测阶段。这种检测体系可

以提高检测的效率 , 满足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监管

的需求。 

1.2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法律法规地位 

从法律层面来讲 , 我国已经将食品安全快速

检测技术列入了相关法律法规。如 2006 年《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第 36 条规定, 采用国务院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认定的快速检测方法进

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2015 年新修订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112 条
规定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

快速检测方法对食品进行抽查检测。《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  19 条规定 , 
批发市场开办者应当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 , 
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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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标准层面来讲, 我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以及团体标准 , 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食品

安全快速检测技术标准 ,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推动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在监管中的应用 , 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每年公开征集并发布一系列食品

安全快速检测方法, 截止目前已经发布 24 项。 

2  快速检测技术的定义及种类 

2.1  定  义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又简称快检技术或速测

技术, 是相对化学仪器分析确证检测技术而言的一

种操作简单、快速灵敏、检测时间相对较短、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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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条件要求不高、易于现场实施的完成被检物

质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分析检测或筛查技术。

快速检测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快速从大量未知危险度

的食品样品迅速筛查出可疑样品, 其特点是快速、

灵敏、初筛。 

2.2  种  类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根据原理主要包括理

化分析、酶法、免疫分析、分子检测、生物发光、

培养法及光谱法等。根据产品形式可以分为试纸

法、检测卡、试剂盒、快检仪等。根据检测结果类

型可以分为定性检测、限量检测、半定量检测以及

定量检测, 对于定性检测, 其结果一般描述为阴性

或阳性 ; 对于限量检测一般描述为合格或不合格 ; 

对于半定量检测所测物质的大概含量标示出数值; 

对于定量检测则根据所测物质的具体含量以具体

数值表述。 

3  快速检测技术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3.1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 , 我国从“十
五”开始即加大了对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的研

究及产品开发投入 , 从原来科技部 863 重点项目

到现在重点研发计划以及各个部委均设置相关的

科研专项。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在试

剂盒开发方面已经基本达到国外水平 , 产品种类

包括 ELISA 试剂盒、胶体金检测卡、化学检测试

剂、PCR 检测试剂、以及由此延伸的各类检测箱

和检测仪 , 检测对象覆盖了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违禁添加物、激素、病原微生物等 , 尤
其是在基于 ELISA、免疫层析等方面完成大部分

产品的国产化替代。  

3.2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面临的问题 

但我们和国外依然有很大的差距 , 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 (1)产品检测对象不能满足快速

检测需求。大部分农药没有抗体 , 缺乏酶免或胶

体金等敏感特异准确的检测方法。重点污染物检

测如二噁英等依然依赖进口产品。而微生物、转

基因、过敏原快速检测技术则亟需发展。(2)样品

前处理技术开发重视不够。快速检测技术离不开

快速样品前处理 , 存在快检技术不快的问题 , 尤
其是在前处理柱填料以及新型纳米材料开发方面

也亟需重视加强。(3)试剂耗材原材料开发不够。

这里包括快速检测中应用的抗原抗体原料、酶免

分析的酶、底物以及免疫层析的膜材料等各种原

材料部分还依赖进口。(4)自动化仪器设备开发不

够。我国目前产品多为试剂盒或简单的快检仪 , 
在自动化设备尤其是微生物的自动化检测设备上

还落后发达国家。  

4  快速检测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

问题 

4.1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快速检测技术产业也同其他行业一样, 走
过了一个依赖进口-自主研发国产化替代的道路。最

早可追溯到 2000 年左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

出的时候, 以德国拜发为主的快速检测产品占据我

国大部分市场。随着勤邦生物、深圳易瑞、智云达、

华安麦科、无锡中德、维德维康、食安科技、安诺

科技等企业的发展崛起, 我国食品安全快速企业得

到了迅速发展。 

4.2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产业面临的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产业虽然发展迅速 ,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 限制了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缺少自主创新的技术

与产品 , 同质化严重。翻看几家企业产品目录 , 产
品大部分大同小异 ; 查看几家企业快检仪 , 外壳

不同里面相同。企业投入研发少 , 核心原料都是

外购。(2)生产企业无准入门槛 , 管理水平差距大 , 
再加上低价竞争市场 , 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 
市场处于无序竞争状态。(3)快检产品质量缺少持

续监管和督机制 , 产品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规范

和标准 , 相关快检产品灵敏度、稳定性以及质量

均一性存在问题。为了改进这一问题 , 国家市场

总局已经制定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方法并开展相

关快检产品评价工作。农业农村部农科院水科院

也围绕瘦肉精、真菌毒素、孔雀石绿等定快检产

品开展定期评价工作 , 对食品安全快检产品市场

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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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快速检测技术发展趋势及本期专刊文章

分析 

5.1  食品安全研究对象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以及食品安

全监管的加强 , 目前食品安全重点也在逐步发生

变化。首先是污染物对象从传统的人为造成的农兽

药残留问题逐步转向自然因素导致的环境污染包

括致病微生物、真菌毒素、环境污染物和重金属等。

这次专刊 25 篇论文中就有 7 篇属于食源性致病菌

检测, 真菌毒素、海洋毒素以及植物毒素各有 1 篇, 

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其次是经济利益驱动的食品掺

假正逐步成为全球热点 , 食品真实性鉴别与溯源

也逐渐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的研究重点 , 十三五重

点研发计划有多个项目与食品真实性鉴别与溯源

有关。这次专刊也有 4 篇涉及食品溯源鉴别的论

文。最后, 随着科技的发展, 一些新的食品安全问

题也在成为未来研究热点 , 比如新兴纳米材料食

品中安全性评估与检测、食品接触包装材料检测、

新冠病毒导致的食品表面细菌检测等。 

5.2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发展趋势 

快速检测技术也随着食品安全对象改变呈现

新的趋势。首先随着对病原微生物、溯源鉴别的重

视 , 基于核酸扩增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愈来

愈多。尤其是新型的等温扩增技术具有快速、简单、

设备要求低等特点更备受食品安全快速检测青睐。

本次专刊论文有 8 篇核酸检测的论文, 其中有 4 篇

研究等温扩增技术。其次是新型生物识别分子的发

掘。食品安全污染物日益增多, 很多污染物都是小

分子化合物不易制备高亲和力抗体 , 从而缺乏胶

体金免疫层析等快速检测方法 , 核酸适配体作为

一种化学抗体, 其易于制备使用方便, 为食品安全

污染物如霉菌毒素、重金属、环境污染物等提供了

一种新的解决思路。本次专刊也有 3 篇论文介绍了

适配体在食品安全中的应用。最后, 随着自动化及

互联网和 AI 的发展,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器也正

在朝向自动化、便携化、智能化发展, 检测对象也

从单指标向多指标 , 靶向检测向非靶向检测发展 , 

既有检测数据的云端上传汇总分析 , 也有基于云

端数据库及数学模型的结果判别。 

6  总结与展望 

6.1  加强市场产品抽检评价与规范管理 

目前市场上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例如某省进行的食品安全快检产品抽查

评价结果表明 , 部分快检产品假阳性假阴性率偏

高。如农药速测试剂盒、孔雀石绿产品等均出现了

较高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率 , 不符合总局相应快速

检测方法要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部分技术还未完全成熟或者技术原理本身存在缺

陷, 如农药酶抑制法特异性比较差; 另外一方面也

与市场恶意低价竞争, 造成产品质量下降有关。因

此制定食品安全快检方法标准及评价规范 , 加大

市场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产品抽检评价对于提

高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水平、规范食品安全快速

检测产品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6.2  重视两端研发投入, 加大食品安全快速检

测技术自主创新 

中美贸易战吹响了中国加强自主创新的号角。

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领域也存在这一情况, 尤

其是要加强在前端原材料端以及后端仪器开发的投

入。其中前端原材料包括食品污染物高性能抗原抗

体的制备、检测试剂中关键酶制剂、发光荧光染料、

底物、磁珠微球、硝酸纤维素膜材料等试剂耗材的

研发。后端则包括自动化仪器开发, 包括关键仪器

配件如部分高端光学器件研制以及高通量样品前处

理检测自动化一体机研究开发方面, 特别是在微生

物快速高通量检测仪、重金属快速检测仪等方面加

强开发。 

6.3  快速检测技术与确证检测技术互相借鉴

发展 

将快速检测技术的简单快速与确证技术的准确

可靠相结合, 二者互相借鉴, 开发更快速更准确的

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将成为未来的方向。比如便携式

色谱仪、质谱仪的发展及其在农兽药残留检测中的

应用就是确证检测技术的快速便携化。同样, 利用

抗体开发样品前处理亲和小柱应用到色质谱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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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检测中, 也大大提高现有确证检测技术的检测

效率。除色质谱外, 一些荧光、拉曼、红外等光谱

技术也会随着现代样品前处理技术、仪器进样及检

测原理的改进与开发, 未来会有更多便携、智能、

快速的食品快速检测仪器将会被开发出来, 提高食

品安全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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