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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监督评价与 

效果分析 

叶秋雄, 毛新武*, 梁俊发, 张彬彬, 林嘉健, 彭  程, 易云婷 

(广州市食品检验所, 广州  511405) 

摘  要: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快速检测技术以其操作简单、快速、灵敏、价格低廉等优点, 

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对保障食品安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 农贸市场食用

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模式多种多样, 取得的效果也不尽相同。首先, 本文介绍了我国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

检测开展模式, 分析了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存在的问题; 然后, 以广州市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

工作模式为研究对象, 详细介绍了广州市快速检测监督评价工作措施, 以及从评价得分、问题整改效果、问题

样品发现率等方面对监督评价效果进行分析; 最后, 针对我国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的现状, 提出监管建

议, 以期为监管部门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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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evaluation and effect analysis of rapid dete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armers market 

YE Qiu-Xiong, MAO Xin-Wu*, LIANG Jun-Fa, ZHANG Bin-Bin, LIN Jia-Jian,  
PENG Cheng, YI Yun-Ting 

(Guangzhou Institute of Food Inspection, Guangzhou 511405, China) 

ABSTRACT: Food safe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Rapid detection technology has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dete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due to its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rapidity, sensitivity, and low price,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food safety. At present, there 

are various implementation modes for the rapid dete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farmers market, and 

the results achieved are different.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rapid dete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armers market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the work of rapid dete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n, the rapid detection work model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Guangzhou farmers 

market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measures for rapid testing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carred out by 

Guangzhou 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and the effect of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was analyzed in terms of 

evaluation score, problem rectification effect, and problem sample discovery rate; finall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apid inspe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supervisory recommendations were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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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aim to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o carry out the rapid inspe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KEY WORDS: farmers market;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rapid detec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0  引  言 

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1]规定, 可以采用国家规

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查检测。农贸市场

入驻销售商户众多、食用农产品的来源广泛、生产规模小

且分散、流通速度快, 食品安全问题多发, 监管难度大[2]。

传统检测实验室的程序和方法要求严格, 很难快速监控食

用农产品安全状况[3]。快速检测(以下简称快检)技术以其操

作简单、快速灵敏、价格低廉等特点[4‒6], 应用在农贸市场、

大型商超等食用农产品销售环节,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常规

检测方法检测周期长、技术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农贸

市场作为食用农产品销售的终端, 是保证市民餐桌上安全

的最后一道防线, 通过对农贸市场的食用农产品进行快速

检测, 及时发现并销毁不合格产品, 避免不合格食用农产

品流向消费者的餐桌, 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同时, 快速检测技术作为新的食品安全监管手段, 可

以提高监管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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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近年来, 全国各地逐步探索在大型商超、食用农产品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设置快检室、配备流动快检车等方式

开展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 在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8]。但总体上, 我国食用农产品的快检工作

仍处于初级阶段, 各地区快检工作的实施模式、资金投入

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取得的监管效果也不同。 

目前, 有关于我国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

作方面的综述报道较少 , 大部分集中在食品快检方法方

面。因此, 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

检测模式, 深入分析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 以广州市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模式为研

究对象, 详细介绍了广州市快速检测监督评价工作措施, 

并对监督评价效果进行了分析, 针对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

的现状提出了监管建议, 以期为监管部门及相关从业人员

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提供参考。 

1  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模式 

由于各地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监管力量不均等实际

情况, 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实施模式也不尽相同, 主要有

以下几种模式[9], 分别为企业自检、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

快检、监管部门快检、“企业配合+技术服务+委托监督”。 

1.1  企业自检 

为落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市场开办者在市场

内部自建快检室, 按照有关要求, 对在售的食用农产品进

行日常快检, 对抽检的不合格产品, 可以在第一时间内下

架并进行销毁处理, 及时有效地拦截不合格产品进入消费

者餐桌, 保障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但企业自检存在快检

室条件简陋、设备设施配套不足、企业意识薄弱、人员技

术水平较低等问题, 一定程度影响了快检结果的准确性。 

1.2  第三方技术机构快检 

监管部门通过购买服务, 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开展

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相比较企业自检, 第三方技术机构

整体技术水平较高,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能够得到保障, 但

第三方技术机构快检存在不合格品后续处理困难、第三方

技术机构本身缺乏监督等问题, 造成不合格品销毁数量较

低, 不同机构间服务质量存在较大差别。 

1.3  监管部门快检 

监管部门将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下沉到基层, 由各

镇街监管所的监管人员开展快检工作。监管所的快检工作

经费由财政支持, 设备设施、试剂耗材等得到充分保障, 

但监管部门快检存在基层监管人员不足、不合格品处理不

及时等问题。 

1.4  “企业配合+技术服务+委托监督”模式 

以“企业配合+技术服务+委托监督”的方式实施食用

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 监管部门向第三方技术机构购买技

术服务, 通过企业配合, 推动市场开办者管理责任和经营

者主体责任的落实; 委托监理机构对第三方技术机构和企

业进行监督评价, 将快检工作落到实处。 

2  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水平较低 

目前, 由于农贸市场开办者对快速检测工作管理经

验不足, 存在规章制度不健全、检测流程不规范、作业指

导书操作性不强、原始记录不完善等问题[10]。另外, 农贸

市场管理方日常管理比较松弛, 只考核检测人员的出勤率, 

对快检工作质量把关不严、考核指标单一, 容易出现随便

应付、弄虚作假等现象[11]。 

2.2  快检试剂质量良莠不齐 

快检试剂作为快速检测工作的主要技术载体, 其质量

高低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由于我国快检试剂生产准

入门槛低, 研发水平、产品质量、结果准确度等参差不齐[12]。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针对检测试剂盒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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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SN/T 2775—2011《商品化食品检测试剂盒评价方法》, 

规定了商品化检测试剂盒的通用要求及快检试剂盒定性和

定量评价标准。但是, 整体评价方式较国外落后, 评价指标

缺乏创新, 评价平台及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而且缺乏评价过

程监管制度, 容易造成“一劳永逸”的局面[13]。 

2.3  快检技术支撑不足 

检测能力是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的核心, 是能

否充分发挥快检“防火墙”作用的关键, 但很多市场缺乏检

测人员和技术支持, 检验工作常态化显然不够[14]: 一是农

贸市场检测人员技术水平不高, 多为兼职、借用的多, 不

具备专业的检测知识, 也不利于长效化开展工作; 二是未

能定期集中培训、现场检测培训及后续知识更新培训, 缺

乏快速检测工作必要的技术支持; 三是未建立快检品种、

项目风险清单, 未能靶向性抽检高风险品种和项目, 对风

险品种加强监管和风险因子加强检测。 

2.4  未充分发挥快检风险预警作用 

目前, 我国农贸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溯源体系不

够完善,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普遍存在索证索票不足问题, 

而且农产品的来源渠道具有多样性, 其中有部分来源于种

植散户, 更加难以溯源[15]。因此, 在检出不合格品后, 只是

采取简单的销毁处理措施, 未能对上游供应商进行溯源, 

未能充分发挥快检风险预警作用。 

3  快检监督评价措施 

本文以“企业配合+技术服务+委托监督”的方式为研

究对象, 介绍了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的监督评价

措施, 以期为监管部门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提供

参考意见, 充分发挥快速筛查的“防火墙”“过滤网”作用。 

广州市食品检验所作为监理机构, 针对食用农产品

快检工作存在的管理水平不足、技术支撑能力不足、快检

试剂质量和准确度参差不齐、食用农产品缺乏靶向性检测

等问题[16‒18], 结合广州市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实际, 主要

通过以下措施开展食用农产品快检监督评价工作, 提升快

检监督工作效能, 保障“菜篮子”安全。 

3.1  建章立制, 规范快检监督工作 

监理机构通过制定快检工作规范, 建立第三方技术

机构和农贸市场开办者的监督机制, 构建快检工作质量控

制管理体系, 对第三方技术机构和农贸市场开办者在开展

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中涉及的“人、机、料、法、环、测”6

个环节进行管理, 使得快检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监理机构

建立内部监督管理制度, 通过制度约束内部评价人员, 有

效实现快检监督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整体上提升

了快检监督水平和工作效率。 

3.2  加强人员培训, 提升技术能力 

为提升快检人员的技术能力, 充实其业务知识与技能, 

规定快检人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服务。第三方技术

机构对快检人员进行理论、实操培训考核, 经培训考核合格

后, 再到监理机构进行集中培训考核, 考核通过后, 颁发上

岗资质证明, 才能到农贸市场开展快检工作。通过层层培训

考核, 不断提高快检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操技术能力, 为快

检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打下良好的基础。 

3.3  创新监督方式, 线上线下两手抓 

监理机构利用互联网平台, 对第三方技术机构开展

的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进行全覆盖监督, 核查服务质量、

快检数据、不合格品后续处理、快检结果公示等内容, 及

时发现问题, 及时督促第三方技术机构落实整改; 通过线

下现场监督评价, 监理机构直接到农贸市场的检测室, 核

查快检设备设施、人员技术水平、原始记录、快检试剂、

环境卫生等内容, 现场及时解决快检工作存在的问题, 提

升快检工作效果及质量。 

3.4  跟踪评价快检试剂, 保证产品质量 

根据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技

术规范的通知(食药监办科〔2017〕43 号)[19]、广东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等文

件精神[20], 监理机构对投入使用并经首次评价合格的快检

产品进行抽检, 通过对快检产品的一般性指标和技术性指

标进行评价, 各项指标符合要求的快检试剂产品方可继续

使用, 对于跟踪评价不通过的产品, 建立退出机制, 要求

第三方技术机构立即停止使用或不得采购。 

3.5  创建“示范检测室”, 提升快速检测水平 

按照整理、整顿、清扫、整洁、安全、素养(即“6S”)

的要求, 监理机构将“6S”理念引入农贸市场的检测室, 使

得检测室现场管理规范化、日常工作部署化、物资摆放标

识化、环境卫生整洁化、人员素养整齐化、安全管理常态

化, 有效提高了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 充分发挥农贸市

场检测室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的技术支撑作用。监理机

构对于达到“6S”标准要求的检测室, 授予“示范检测室”称

号, 以期实现以点带面的示范引领作用, 全面提升食用农

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水平。 

3.6  制定风险清单, 提高快检靶向性 

监理机构对历年监督抽检数据和快检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制定快检重点品种、项目筛查清单。一是对本地区

的监督抽检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是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

对快检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是监理机构日常在农贸市场

抽取样品开展新项目快检, 通过上述 3 个手段, 认真查找

食用农产品风险点和监管漏洞, 制定出快检重点品种、项

目筛查清单, 提高了快检工作的靶向性, 进一步提升不合

格品发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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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宣传食品快检,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监理机构通过快检信息公示、“你送我检”等便民活动, 

加强与市民之间的互动, 增强市民消费安全意识, 提高市

民参与度和知晓度。在农贸市场张贴快检宣传海报、悬挂

快检宣传标语、派发宣传折页, 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站

等多渠道、多角度地向社会宣传报道农贸市场快检工作, 

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构建社会共治格局, 提升农贸

市场快检工作社会效果。 

4  快检监督效果分析 

监理机构主要通过上述 7 大措施, 不断强化广州市食

用农产品快检监督评价工作, 使得广州市食用农产品快速

检测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整体检测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4.1  从评价得分来看 

2020 年, 省市场监管部门对广州市食用农产品快检

工作进行了考核, 抽查了 23 家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

工作进行监督评价, 被考核的市场全部评为优秀, 平均得

分是 98.59 分, 远高于第二名的 91.69 分。说明在监理机构

的监督指导下, 第三方技术机构和市场开办者按照快检工

作规范要求, 落实快检工作任务。 

4.2  从整改效果来看 

对快检监督评价得分较低的农贸市场进行“回头看”, 

核实第三方技术机构和市场开办者是否将整改落到实处。

以 2020 年监督评价情况为例, 从首次评价和二次评价的

得分来分析, 发现二次评价得分有了较大的提升, 由此可

见, 监理机构的监督评价工作取得实际效果, 解决实质问

题, 整改落实由表及里, 快检工作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4.3  从问题样品发现率来看 

问题样品发现率是衡量食用农产品工作质量的重要指

标之一, 2019—2020 年, 广州市食用农产品快检问题样品发

现率连续两年取得正增长。2019 年伊始, 广州市采取“广州

模式”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 问题样品发现率不断

提升, 进入 2020年之后, 问题样品发现率仍取得正增长, 但

增幅趋于平稳, 可能原因是食用农产品快检问题样品发现

率与监督抽检不合格率相接近, 客观地反映了食用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水平。同时, 问题样品发现率不断提升, 说明在

监理机构的监督指导下, 快检监督评价效果显著。 

5  监管建议 

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 使得食品安全关口

前移, 充分发挥快检筛查的“防火墙”“过滤网”作用。虽然

将快速检测技术应用到食用农产品检测当中取得了一定效

果, 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现就快检工作存在问题提出 3

点建议。  

5.1  完善快速检测技术标准体系 

目前, 我国食品快速检测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 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一共发布了 30 个快速检测方法, 只有孔雀石绿、

氯霉素、硝基呋喃类代谢物、组胺等 9 个食用农产品快速检

测标准。因此, 建议监管部门根据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工作

需求, 制订和颁布更多与之相配套的快速检测标准及方法。 

5.2  完善快检产品评价体系 

目前, 快检产品的生产企业准入门槛低, 未经验证或经

过评价合格后进入市场使用, 在使用过程中因缺少管控, 存

在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产品的质量均一性和稳定性不足、产

品的实际灵敏度不满足规定要求或与其标示值不符等问题。

虽然国家、省市场监管部门已发布快检产品评价规范, 但针

对的是首次评价的产品, 未制定快检产品跟踪评价相关规

范。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制定快检产品跟踪评价技术规范, 定

期对快检产品进行跟踪评价, 确保投入使用的快检产品质量

稳定, 灵敏度满足工作要求。 

5.3  完善快检结果应用体系 

目前, 被抽样经营者一般是被动检测, 极少数是主动

送检。监管部门可以积极研究相关措施, 加强快检结果的

应用, 充分调动被抽样经营者的积极性, 由被动抽检到主

动送检, 增强快检工作效能。例如, 可在被抽样经营者处

悬挂检测合格标识, 或是抽检单位出具快检合格证明, 供

被抽样经营者作为下游零售商、大型超市、便利店、学校

食堂、集体食堂、中央厨房、集中配送企业、大型酒店等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及餐饮服务经营者的合格证明文件。 

6  结束语 

本文以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存在问题

和现阶段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模式为切入点, 介绍了

广州市食用农产品快检监督评价工作措施, 通过对快检监

督评价效果进行分析, 以期为监管部门开展食用农产品快

检工作提供参考意见。随着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深入开展, 

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探索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模

式, 建立科学的快检监管评价体系, 充分发挥食用农产品

快检筛查作用,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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