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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了主动发现问题, 排查隐患, 每年安排全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多达数

百万批次。针对食品安全抽样范围需要覆盖生产、流通、餐饮等不同环节, 城市、乡村等不同区域, 以及线上、

线下等不同渠道的复杂情况, 如何确保抽到满足以上要求的典型样品, 并确保储运过程的质量控制就显得尤

为重要。本文通过对法规、标准以及文献综合分析, 结合生产环节、餐饮环节、流通环节中 12 家抽检机构进

行的 55 种食品现场抽样的实地调研数据信息, 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流程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改进建议。

同时, 提出了“人、机、法、环”等要素在线质量控制指标及效果评价方法, 作为传统监管模式的补充技术手段, 

为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实时、动态工作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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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find problems and investigate potential risks, more than several million 

batches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inspection tasks are carried out every year by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In view of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that food safety sampling needs to cover different processes of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catering, as well as different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line, offline, channels, the quality 

control of sampling in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proces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raw typical samples that meet 

the above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gulations, standards and literature, combined with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55 kinds of food samples from 12 organizations in production, catering and circu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ampling process of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online quality control index and effect evaluation metho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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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nel, equipment, fac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methods” were put forward, which can be used as a 

supplementary technical means of the traditional supervision mod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alizing the real-time 

and dynamic working mode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KEY WORDS: food Safety; sampling for supervision; online quality control 
 

 

0  引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1]和《食

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2]等有关法规文件要求, 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每年实施全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多

达数百万批次。2021 年 5 月 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的《关于 2020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通告》〔2021

年第 20 号〕显示[3],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完成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 6387366 批次, 超额完成“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

提出的食品检验量达到 4 批次/千人的目标[4]。但这一目标

与新西兰等国家相比, 仍需要提升[5-6]。2020 年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中, 检出不合格样品 147721 批次, 总体不合格率为

2.31%, 其中, 微生物污染超标率为 2.83%, 占不合格样品

总量的 23.0%, 特别是餐饮食品, 其微生物超标格率高达

5.99%, 显示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同时, 抽检数据也说明我国仍处于食品安全问题易发、多

发期, 一些问题仍需治理。 

食品安全市场监管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而问题的发

现取决于 2 个关键环节, 即抽样和检测流程的有效控制。

基于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的要求[7]以及《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承检机构工作规定》第 3 条要求[8], 

承检机构(含复检机构)均需获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China Inspection Body and Laboratory Mandatory 
Approval, CMA)[9]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hina 

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CNAS)[10]二合一资质, 且每 24 个月接受一次现场复评审, 

确保其检测能力及检测活动的规范性和准确性[11]。食品

安全监督抽样活动的有效性对后续检测结果有直接的影

响, 甚至影响整个批次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为此, 食

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

测工作规范等法规文件对抽样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12]。

同时, 为了进一步明确抽样操作方法要求, 截至 2021年 5

月, 我国陆续发布了有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合计 10

余项, 包括 GB/T 13393—2008《验收抽样检验导则》、

GB/T 30642—2014《食品抽样检验通用导则》等通用标

准、NY/T 762—2004《蔬菜农业残留检测抽样规范》、GB/T 

19495.7—2004《转基因产品检测 抽样和制样方法》等规

范不同产品抽样活动的标准, 以及 GB/T 38358—2019《电

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抽样方法》等适应新型市场需求的

规范文件。各省为规范本省食品安全抽样活动, 也陆续颁

布了各自的地方标准, 如 SZDB/Z 343—2018《食品安全

抽检抽样规程》、DB37/T 3489—2019《山东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抽样技术规范》、DB61/T 1430—2021《产品

质量检验抽样规程》等。此外, 一些社会团体也发布相关

的团体标准, 如 T/GDFPT 0013—2021《食品生产企业检

验抽样及样本制作管理规范》、T/NAIA 037—2021《食品

安全监督抽样规范》等。尽管制定了法规要求, 发布了标

准操作方法, 鉴于食品安全抽样工作需要覆盖生产、流

通、餐饮等不同环节, 城市、乡村不同区域, 线上、线下

和国产、进口不同渠道等客观需求, 食品安全抽样工作中

难免存在客观或主观原因导致的各类问题。本文通过分

析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方案、样品抽取、储运和接收环节

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人、机、法、环”等关键要素在线质

控方法, 为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实时、动态工作模式提供参

考依据。 

1  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流程中存在问题及改进

建议 

承担食品安全监督抽查及复检机构基本都获得了

CMA、CNAS 二合一资质, 实验室检测环节的数据、信息

具有一定的可追溯性及质控措施, 因此, 对于是否能抽到

满足检测要求的样品, 以及确保样品储运流程的控制就显

得尤为重要。2019 年 8 月至 9 月, 本研究小组联合承担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任务的 3 家合作

单位, 深入现场, 对生产、餐饮、流通环节的 12 家被抽检

单位进行了 55 种食品抽样、储运情况实地调研。依据《食

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工作规范》等法规文件对抽样活动的要求, 结合现场调研

情况, 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流程中存在问题并提出合

理的改进建议。 

1.1  食品安全抽样项目合同评审 

食品安全抽样项目合同评审中存在无检验资质的检

测项目的情况较为常见, 无法满足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

办法的要求。如北京市某区市场监管局仅一个批发市场采

购抽检任务就包括了食用农产品的 36 大类食品。以其中检

测项目参数最少的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为例, 包括铅(以

Pb 计)、总砷(以 As 计)、二氧化硫残留量、咖啡因、丙烯

酰胺、赫曲霉毒素 A、沙门氏菌 7 个检测项目[13]。鉴于食

品种类繁杂, 检测项目数量多等现实情况, 抽检机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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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所列几十种食品大类中每一个检测项目逐一进行评

审, 包括检验资质、仪器配备、人员资质及数量、试验材

料等方面开展评审, 确认抽检流程各环节均满足相关要

求。评审中若发现存在无检验资质的项目, 或资质范围内

已过期或检测标准、产品标准及判定依据已作废时, 应及

时提出 CMA/CNAS 检测能力紧急扩项或变更申请, 并告

知任务下达部门, 避免未经其允许, 抽检机构擅自分包检

验任务的情况。 

1.2  食品安全抽样任务工作方案编制与实施 

食品安全抽样任务工作方案编制与实施中常见的问

题是以通用要求为主, 无法有效规范、指导不同种类食品

具体抽样活动。现场调研中发现, 同一机构不同抽样组统

筹安排欠妥, 出现了对同一企业同类产品的重复抽样。建

议抽检机构根据食品安全抽检项目、样品购置最高限价, 

历年抽检任务结果分析报告, 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 制定

本年度食品安全抽检任务工作方案。该方案应包括确定任

务的抽样日期、地点、抽样人员、样品种类、抽样批次、

抽样数量、抽样方式、封样要求、样品储运方式、抽样过

程信息等。 

1.2.1  抽样人员培训、考核及备案 

抽检机构对抽样人员的培训主要以抽检监测工作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实施细则、

国家/省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系统操作等内容为主, 而对

不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产品标签和产品标准等培训不足。

此外, 为持续提升抽样人员的实践能力, 抽检机构应主动

收集、整理、分析历年抽检过程中常见问题, 结合风险分

析, 制定合理解决方案, 并把方案作为培训的有效输入内

容。抽样人员经过考核、备案上岗后, 仍需对抽样流程质

控有效性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 并对执行能力进行监控, 

保留相关记录。 

1.2.2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食品种类分析 

抽样人员对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实施细则关于各

类食品的定义、范围等要求理解不准确, 错误判定食品大

类、小类的情况时有发生, 导致所抽样品无法满足检测要

求。以速冻食品为例, 如表 1 速冻食品产品分类所示[14], 速

冻调理肉制品、速冻水产制品等只有定义, 并未列出具体

产品, 建议承检机构在抽检方案中予以明确。 

1.2.3  近年国家、省级食品安全抽检产品结果分析 

通过文献分析 [15-18]及现场调研发现, 抽检机构对历

年国家、省级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分析报告关注度和利用程

度不高, 所编制的抽检方案问题导向不明确。建议抽检机

构既要关注样品不合格率比例高的产品种类, 也要适度关

注样品合格率高的产品种类, 避免因抽样有效性和检测结

果准确性等客观因素导致的“伪合格”, 从而提高抽检食品

的针对性、系统性、有效性。如 2015 年至 2020 年速冻食

品抽检 100 批次不合格产品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各类速

冻面米食品, 特别是流通范围广、消费量大的速冻水饺、

速冻肉类制品等不合格样品频率高, 而速冻蔬菜制品等 3

类却为 0, 还有 5 批不包括在速冻食品种类的速冻豆腐等, 

编制抽检方案时需要特别关注。 

 
 

表 1  速冻食品产品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quick frozen food products 

种类 产品 备注 

速冻面米食品 
速冻水饺、汤圆元宵、馄饨、包子、花卷、 

馒头、南瓜饼、八宝饭等 
/ 

速冻谷物食品 速冻玉米、速冻玉米粒、速冻粟米、速冻青麦仁 / 

速冻调理肉制品 / 

速冻调理肉制品是指以畜禽肉及副产品为主要原

料, 配以辅料(含食品添加剂), 经调味制作加工, 采

用速冻工艺(产品中心温度≤-18℃), 在低温状态下

贮存、运输和销售的食品 

速冻水产制品 / 

速冻水产制品是指以水产品为主要原料, 经相应的

加工处理后, 采用速冻工艺加工包装并在冻结条件

下贮存、运输及销售的食品。 

速冻蔬菜制品产品 速冻豇豆、速冻豌豆、速冻黄瓜、速冻甜椒 
不包括速冻玉米、速冻薯条(薯块、薯饼等)、速冻

调制食品 

速冻水果制品产品 

速冻樱桃、速冻蔓越莓、速冻草莓、速冻梨丁、速冻荔枝

肉、速冻树莓、速冻黑莓、速冻黄桃条、速冻哈密瓜、速

冻猕猴桃、速冻桑葚、速冻李子等 

/ 

注: 表中信息来自“国家年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19)”, /表示细则中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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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抽检机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经历和结果分析 

现场调研及抽检数据分析发现, 抽检机构历年对同

类产品抽检, 或同一企业或品牌的重复抽检的现象时有发

生。以速冻食品为例, 国内 17 个省市速冻食品生产企业分

布概况如图 2 所示, 合计 1940 家企业[19]。以国内某速冻食

品生产企业 2015 年至 2020 年被抽样批次为例, 合计 1163

批, 其中不合格样品只有 2017 年的 1 个批次。该企业抽样

大于 10 批次省市情况见图 3。以 2020 年全国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计划为例, 计划 421 万批次抽样, 涉及 34 个食品大

类, 即每大类食品平均需要抽检 123823批次, 再平均到 17

个省的 1940 家速冻食品企业, 则被抽检到的平均机率应

为 63.8 批次/家。而上述该速冻企业的被抽检的频次约为

193.8 批次/年(1163 批次/6 年), 而完成 1163 批次抽样承检

机构情况分析结果显示, 某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对该企业抽

检批次为 34, 年均 6批次, 且未检出不合格产品, 因此, 建

议承检机构应重点关注抽检活动的系统性、有效性。 
 

 
 

 

图 1  2015 年至 2020 年速冻食品抽检 100 批次不合格产品分析图 

Fig.1  Analysis of 100 batches of unqualified products sampled from quick-frozen food from 2015 to 2020 
 

 
 

图 2  17 省市速冻食品生产企业分布概况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quick-frozen foo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17 provinces 
 

 
 

图 3  国内某速冻食品生产企业抽样大于 10 批次省市情况 

Fig.3  Provinces with more than 10 batches sampled from the quick-frozen food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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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样品抽取环节 

1.3.1  抽样人员操作规范性管理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规定, 每组抽样人员

不得少于 2 名, 但由于抽样人员的流动性较大, 且全年的抽

样任务集中在几个月完成, 导致抽样人员数量与所承担的

抽检任务量匹配不尽如人意。调研中发现抽样单等文书使用

电子签名的情况越来越多, 但无法保证签名与抽样人员的

一致性, 或现场由协助抽样人员代为签名。建议当抽样单等

文书为抽样人员电子签名时, 必须上传 2位抽样人员的现场

抽样工作照片。同时, 抽检机构应关注年度抽检任务中的统

筹安排, 虽然抽样产品可能有所不同, 但尽量避免本机构不

同抽样组对同一被抽检单位的重复抽样。此外, 抽样人员应

尽量在不影响被抽检单位正常运营的情况下进行抽样, 特

别是餐饮环节的抽样, 应关注避免破坏食客的就餐氛围。 

1.3.2  被抽检单位及其产品类别等信息资料收集分析 

虽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要求抽样工作不

得预先通知被抽检单位, 但通过资料查询和综合分析历年被

抽样机构、产品信息等方式, 初步掌握被抽检单位和产品类

别情况有助于提高抽样工作的有效性。本课题组现场调研中

发现原计划对6家企业进行现场抽样, 最终只抽到了3家, 且

其中 1 家企业表示支持抽检工作, 提供了已备送检的留存样

品, 而该批样品无法满足随机抽样的要求。另外 3 家未能抽

样的理由是“定制供货”, 没有多余产品。所谓“定制供货”企业, 

本次抽样计划中占 50%, 针对抽样中越来越普遍出现的企业

以“定制供货”为理由, 直接将抽样人员拒于企业大门之外而

导致无法抽样的现象, 建议抽样员现场确认签字、保留记录, 

并输入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 为监管部门提供定期或

不定期飞行检查筛选企业, 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1.3.3  现场抽样工作规范性管理 

抽样过程应确保至少有 2 名抽样人员同时现场取样, 不

得由被抽检单位人员自行取样, 但现场抽取样品种类多, 或

需要到样品库、车间等进行抽样时需更换工作服、消毒等流

程时, 一人填写抽样表单、一人实时抽样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但这不满足《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要求。同时, 抽

样的随机性、代表性有待改进, 如进入大型食品储存仓库时, 

面对堆积如山的产品, 就近搬几箱样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建议登录食品安全抽检系统, 实时上传 2 名抽样人员同时现

场随机抽样的现场工作照片, 以便作为抽检机构内部质量控

制证据, 也方便监管部门实时动态监督抽样工作的规范性。 

1.3.4  封样规范性管理 

所抽样品一般分为检验样品和复检备份样品, 且样品

一经抽取, 抽样人员则在被抽检单位人员见证下用封条封

样, 确保做到样品不可被拆封、动用和调换, 保持真实完好。

但现场调研中发现, 现场打印的封条上, 有 2 位抽样人员的

电子签名, 但其中 1 位并不是本人, 此为抽样任务集中, 备

案抽样人员数量不足时, 由其他工作人员协助完成抽样任

务, 但没有资质的抽样人员承担抽样工作的隐患不言而喻。

建议现场抽样实时上传 2 名抽样人员现场工作图片或视频。 

1.3.5  抽样过程记录及证据完整性 

现场抽样时, 虽然登录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

系统, 填写了记录, 上传了图片等证据, 但记录、图片或视

频资料信息准确性、代表性和完整性有待商榷。通常只有

所封样品、抽样人员和被抽样单位人员最后环节的“合影”, 

建议抽检机构有意识增加抽样过程中的记录资料, 如样品

堆中抽样时抽样人员和样品堆信息、以及不同部位抽取时

含有外包装的样品等过程中的图片资料, 从而确保抽样流

程信息完整、客观、可追溯。同时, 应鼓励被抽检单位对

抽样过程进行全程录视频, 既可以保护被抽检单位的合法

权益, 也可以“监督”抽样过程。 

1.4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样品储运环节 

因未能严格按照产品标签或产品标准要求进行样品

运输而导致的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发生异议的情况也时有发

生。抽检机构通常对于易碎品、有储藏温度或其他特殊贮

存条件等要求的食品样品采取适当措施, 如蛋类专用泡沫

箱, 冷冻样品所需冷藏箱、冷冻车等贮存运输工具等, 但

储运过程记录及满足相关要求的证据完整性有待改进。以

某速冻食品生产企业提供的实际案例为例, 2018 年市场监

督抽检到同一批次的速冻食品(粽子), 2018 年 6 月广东省

市场监督发布公告, 该批次粽子产品的抽检结果是合格的, 

2018 年 5 月山东省市场监督发布抽检结果: 该批粽子产品

的大肠菌群项目超标。生产企业因此提出异议, 监管机构

经过调查, 因承担山东抽检任务的抽检机构无法提供该批

粽子抽样后储运环境温度、抽样时间等记录信息, 监管机

构最终只能做出了该批次抽检结果无效的处理意见。 

1.5  样品接收环节 

抽样人员到达实验室后办理交接手续较为及时, 但

样品接收人员是否按照抽样计划、样品管理程序等规定进

行检查不得而知。结束一天繁重的抽样任务, 到达实验室

通常已是傍晚, 样品接收人员忙于录入抽样文书等信息, 

对样品只是查验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被破坏等现

象较为常见。建议样品接收、入库保管人员不得少于 2 人, 

确保样品接收检查有效性, 包括查验样品的外观、状态、

封条有无被破坏以及保存温度, 并确认样品是否与抽样文

书的记录相符; 抽样环节、类别、数量符合抽检监测任务

的要求, 并对上述检查内容进行记录。对检验样品和复检

备份样品分别加贴实验室唯一性编号后, 按照样品的储存

要求入库存放。样品管理员接到样品后, 再次确认样品状

态, 并按照抽样计划书的要求, 保存样品, 做好入库记录。 

1.6  抽样流程规范性机构自查 

抽检机构虽然对抽样流程规范性自查, 如样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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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地点、抽样环节、样品类别、抽样时间等信息的核对, 

确保抽样任务完全符合监管任务委托部门的要求, 但更多

关注的是抽样任务进度, 而对抽样工作质量的监控略显不

足。建议抽检机构通过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抽样过程记录, 

确保抽样关键环节信息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提升自身抽样

工作质量, 增加行业美誉度和影响力。 

2  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关键环节在线质控方法

探讨 

为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主动发现问题, 增强食品抽检

的针对性、有效性、系统性, 尝试解决抽样环节中存在的

问题, 通过文献分析[20-22]与现场调研, 本课题组研发了食品

安全实验室监督抽检在线质控分析评价模型(以下简称“在

线质控模型”), 针对“抽样、储运、制备、检测、出具报告、

复检、信息发布”等食品安全抽检全流程的关键环节, 提出

在线质量控制指标及效果评价方法。鉴于篇幅所限, 本文简

要介绍食品安全监督抽样环节在线质控方法, 探讨如何作

为传统监管模式的补充技术手段, 使得市场监管机构具备

实时在线监控抽检活动的动态情况, 从而将被动等待抽检

结果改变为主动实施监管流程的模式, 确保食品安全抽检

数据的可靠性、可比性、有效性, 以及最重要的时效性。 

如表 2 所示, 在线质控模型针对抽样人员能力及资质

要求、仪器设备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环境设施技术参数及

配置要求, 以及抽样方案及实施要求等要素, 分别明确了质

量控制指标、数据及信息记录和在线效果评价方法, 从而使

监管部门能够实时动态掌握食品安全抽检任务的进展, 以

及各环节工作的质控情况。从抽样人员到达抽样现场, 登录

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 填写基本信息开始, 委托

抽检任务的监管部门便可以在线实时了解到当前正在进行

的抽样机构、抽样人员、被抽检企业及食品种类等基本信息, 

以及通过在线查看图片及视频资料, 使得抽样过程“透明

化”, 实时掌握现场抽样的实际情况。抽样、封样、签字确

认后, 进入样品储运环节, 输入、上传储运条件信息、资料, 

包括车载冰箱、抽样箱等过程温度记录, 特别送达承检机构, 

接收样品的时间、实时温度的图片或视频资料, 避免检测结

果不合格时, 企业提出抽样环节证据不足的异议。与抽样环

节同理, 从承检机构接收样品到提交报告在线质控, 可以为

监管部门筛选、评价承检机构检测活动的规范性、准确性和

有效性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依据。 

 
 

表 2  食品安全监督抽样环节在线质控指标及效果评价方法 
Table 2  Online quality control indicators and effect evaluation method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影响要素、指标要求及评价方法 抽样抽取过程关键点控制要求 

抽样人员 

能力及资质要求 

A 熟悉抽检监测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抽样要求 

B 熟练掌握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实施细则 

C 熟练掌握相关的食品标准 

D 熟练掌握国家/省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系统操作要求 

E 熟练掌握抽检工作公正性、保密性要求 

F 具备抽检过程中常见问题的处理能力 

质量控制指标 

A 抽样人员上岗授权证书或工作证 

B 抽样人员签署公正性、保密性承诺书 

C 国家/省市级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抽样人员资质 

数据及信息记录 

A 抽样人员培训、考核评价记录 

B 抽样人员上岗授权记录 

C 抽样组长对组员的评价记录 

D 抽样人员监督及能力监控记录 

在线效果评价方法 

A 在线调取抽样人员培训、考核评价记录 

B 在线调取抽样人员上岗授权记录;  

C 在线调取抽样人员监督及能力监控记录 

D 在线比对与市场监管部门抽样人员备案名单一致性; 

设备仪器 

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 

A 车辆及辅助设施等与抽样任务量、进度匹配 

B 车载冰箱、抽样箱及蓄冷剂满足样品储运温度要求 

C 移动终端、电脑、照相机等满足实时记录抽样过程的要求 

D 适宜的密封袋、透明胶带等确保样品完整 

质量控制指标 

A 抽样机构年度抽样工作方案、抽样计划 

B 抽样车辆及其他辅助设施清单 

C 车载冰箱、抽样箱等保温效果确认证明材料 

D 实时记录抽样过程的图片及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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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影响要素、指标要求及评价方法 抽样抽取过程关键点控制要求 

设备仪器 

数据及信息记录 

A 抽样方案与抽样车辆及其辅助设施匹配分析记录 

B 抽样过程、储运过程的图片及影像资料、信息等实时记录 

C 车载冰箱、抽样箱等抽样过程温度记录 

D 抽样相关文件现场确认签字记录 

E 抽样密封性、完整性等图片及影像资料 

在线效果评价方法 

A 在线比对抽样计划与抽样记录一致性 

B 在线核查车载冰箱、抽样箱等温度记录的适宜性 

C 在线抽查抽样密封性、完整性等图片及影像资料 

D 在线抽查封样图片及影像资料, 确认密封性、完整性等 

F 在线调阅机构定期或不定期核查抽样设备仪器适宜性的记录 

设施环境 

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 
A 抽样设施环境温度、湿度等在所抽样品标识范围内 

B 所抽样品性状保持完好 

质量控制指标 
A 抽样时所处设施环境实际温度、湿度数值 

B 所抽样品标识储存要求温度、湿度数值 

数据及信息记录 
A 环境温湿度监控记录 

B 所抽样品标识储存要求温湿度确认记录 

在线效果评价方法 
A 在线核查环境温湿度监控记录与被抽样品标识储存要求温湿度一致性 

B 在线调阅被抽样品性状完整性确认, 包括收样人、检测人的确认记录 

影响要素、指标要求及评价方法 抽样抽取过程关键点控制要求 

方法/方案 抽样方案及实施要求 

A 抽样任务合同评审充分性, 包括来源、目的、对象、领域、地点及抽样量 

B 抽样方法与食品安全抽检实施细则中指定抽样方法一致性 

C 抽样过程至少有 2 名抽样人员同时现场取样, 不得由被抽样单自行取样 

D 检验样品、备份样品分别当场封样, 防拆封措施 

E 抽样完成后由抽样人与被抽样单位在抽样单和封条上签字、盖章 

F 上传 2 位抽样人员、被抽样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封样工作图片及视频资料 

G 特殊情况下, 如新冠疫情期间, 方案中应包括安全防护内容 

 

质量控制指标 

A 抽样方案中抽样指标、参数与不同任务来源的食品安全抽检实施细则要求一致性 

B 食品安全抽检信息系统抽样信息实, 上传抽样图片及视频资料实时性 

C 抽样单等文书填写准确, 图片及视频资料清晰, 确保溯源信息链的完整性 

D 检验样品、备份样品封条信息完整, 签字、盖章以及防拆封措施有效性 

数据及信息记录 

A 登录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 实时填写抽样单 

B 抽样过程应保留的图片及视频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被抽样单位外观照片, 包含被抽样单位悬挂的铭牌的 

b 被抽样单位社会信用、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等法定资质证书复印件或照片 

c 抽样人员从样品堆中取样照片或视频资料, 包含有抽样人员和样品堆信息 

d 从不同部位抽取的含有外包装的样品照片或视频资料 

e 封样后码放整齐后的外观和封条照片或视频资料 

f 特殊贮运要求的样品应当同时包含样品采取防护措施的照片或视频资料 

g 同时包含所封样品、抽样人员和被抽样单位人员的照片或视频资料 

h 被抽样单位经手人在抽样单签字的正面照片或视频资料。 

k 填写完毕的抽样单、进货凭证(检疫票、采购单等)、购物票据等在一起的照片 

或视频资料 

C 检验样品、备份样品签字、盖章的封条以及确保防拆封措施图片及视频资料 

D 样品进入保温设备前后的时间和温度及到达实验室的温度, 符合样品标识范围温度 

E 抽样单数据填写准确、更正信息需要抽样人员和被抽样机构双方签字确认  

F 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在线效果评价方法 

A 登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 核查抽检现场抽样信息, 资料实时性 

B 在线核查抽样实施记录与计划安排一致性 

C 随机现场考察等方式, 确认抽样计划执行准确性 

D 对正在进行中的现场抽样实施在线监控 

E 在线随机调取记录信息 a 至 k 项图片或视频资料, 核查其有效性及完整性 

F 在线核查抽样人员工作证及现场抽样工作照片及视频资料, 是否发生非备案, 抽样

人员顶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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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食品安全是关乎民生重大问题, 也关乎政府公信力

和中国国家形象。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活动的有效性直接影

响后续检测活动准确性, 甚至直接影响整个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的有效性, 如有问题食品不能及时发现, 而没有问题

的食品被判定为不合格, 则使社会公众对承检机构的检测

能力以及对监管部门切实保障食品安全监管能力都提出质

疑[23]。针对如何规范抽样过程的建议研究文献数量较多, 

特别是网购食品因方便、实惠等特点逐渐被广大消费者所

接受, 关于常规监管手段能否突破网络虚拟购物环境的制

约, 发挥其应有的质量监管功效, 李洁莉等[24]对电商平台

食品监督抽检的程序进行分析, 为本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

参考借鉴。本课题组研发的食品安全实验室监督抽检在线

质控分析评价模型, 针对“抽样、储运、制备、检测、出具

报告、复检、信息发布”等食品安全抽检全流程关键环节, 

提出在线质量控制指标及效果评价方法。本文简要介绍了

食品安全监督抽样环节在线质控方法, 探讨了作为传统监

管模式的补充技术手段, 为实现市场监管机构从被动等待

抽检结果转变为主动实施监管流程的模式, 确保食品安全

抽检数据的可靠性、可比性、有效性, 以及最为重要的时

效性, 避免监管部门依据检验报告进行查处时, 不合格食

品早已售出的尴尬局面 , 并为最终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实

时、动态工作模式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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