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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外食品安全问题频出, 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安全。为了提高食品安全检测水平、规范检测

方法和统一食品相关参数量值, 需要使用到标准样品。标准样品可以作为校准标准, 评价检测仪器和检测方

法。随着食品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合作, 产品种类会不断增加, 对于产品的质量要求也将更加严格, 因此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本文综述了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制备方法、最新研究现状

和国内外标准样品数据库中食品安全检测有证标准样品的发展现状, 分析了我国与国外标准样品研制机构在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研制数量、技术力量等方面的差距, 对我国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今后发展的方向进

行了探讨, 以期为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研制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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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main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food safety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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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problems occur frequently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 human health and 

safety. In order to improve food safety testing, standardise testing methods and harmonise the values of food-related 

parameters, the use of reference materials is required. Reference materials can be used as calibration standards to evaluate 

test instruments and test method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and global cooperation, the variety of 

product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products will also become more stringent, which mean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food safety testing reference materials will become more extensiv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the latest research status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food safety testing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materials databases, developed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food safety testing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reference materials, analyzed the 

technical strength and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ood safety testing reference materials in China,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testing referenc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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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食品安全问题对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有着直接且

广泛的影响, 因此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1]。

食品安全的保障是建立在有效的检测技术基础之上, 为了

提高食品安全检测水平、规范检测方法和统一食品相关参数

量值, 需要使用到标准样品[2]。GB/T 15000.2—2019《标准

样品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将标准样品(reference material, RM)

定义为是一种性质均匀且稳定, 具有一种或多种特性值可

满足测量使用的材料。有证标准样品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CRM)是经过权威机构认证, 提供证书对其特性

值、不确定度与溯源性进行说明。基体标准样品(matrix 

reference material, MRM)是具有实际样品特性的标准样品, 

由目标基体与目标化合物相结合, 与实际检测样品更为一

致。从 1906 年第一批冶金标准样品问世到今天, 标准样品

的研制开发技术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3]。我国的 RM 根据

管理机构的不同分为标准物质(GBW)和标准样品(GSB), 在

研制过程和属性上标准物质与标准样品基本相同, 但标准

物质侧重于溯源性, 用于计量的传递, 而标准样品一般是配

合文字标准使用, 用作实物标准[4]。在国际上, 这类材料统

称为 RM, 没有区分为标准物质和标准样品。在标准样品领

域中用于食品安全检测的标准样品产生较晚, 是随着科技

的发展和食品分析仪器的进步产生的[5]。美国、英国、德国

和加拿大等多个发达国家对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高度重

视, 各国纷纷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

的研究, 以推进食品安全测量量值溯源体系的建立[6]。 

近年来,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产量有所增加, 具

有不同基质的新标准样品还在持续开展[7‒8]。本文结合目前

国内外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研制现状, 从食品安全检

测标准样品的制备方法、最新研究现状和国内外标准样品

数据库中食品安全检测有证标准样品发展现状几方面综述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研究进展, 以期为食品类标准样

品的研制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制备方法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种类不同, 在制备过程中

采用方法也有所差异, 其主要过程如图 1 所示。 

1.1  样品的制备与分装 

在研制之前需要确定目标物质的预期用途, 进行可

行性研究。选择符合预期用途的基体与原材料进行加工制

备[9]。原料一般分为天然、人工合成、混合和加料 4 种类

型[10]。由于标准样品需要与真实检测样品一致, 因此首选

天然含有目标物质的材料。动物源残留基体标准样品一般

在动物养殖过程中通过饲料中添加、注射或药浴等方式使

药物进入动物体内, 经过动物体的自然代谢, 获得自然污

染样品材料, 这样可以减小基体效应引起的误差。植物药

物残留标准样品一般在种植过程中通过喷施药物, 使药物

进入植物及环境中, 模拟自然环境下药物污染得到阳性样

品材料。混合法是将定量的目标物质加入到已经均匀基料

上, 经充分混合, 得到样品材料。样品制备完成后进行均

匀化处理, 并分装为指定规格的独立小包装。 

 

 
 

图 1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研制流程 

Fig.1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ood safety testing reference materials 
 

1.2  均匀性检验 

均匀性是标准样品研制过程中必须保证的属性。国际

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指南 35将均匀性定义为: 就一个或多个规定特性而言, 

具有均匀结构或成分的条件。只有足够均匀才能保证特性

值准确, 所以在标准样品的研制过程中必须进行均匀性评

估, 以证明样品具有良好的均匀性[11]。均匀性检验需要进

行方案设计, 包括抽取单元数量、检测方法和统计分析方

法。根据总样本数 N 的 3×N1/3 进行随机抽取, 统计分析一

般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若样品没有达到均匀, 则需要

重新进行均匀化处理。 

1.3  稳定性检验 

稳定性和均匀性一样, 是标准样品研制过程中必须

确定的属性, 标准样品的稳定性是描述特性值在一定条件

下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稳定性评估一般在均匀性评估之后

进行, 需要考虑不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如温度、光照与环

境的影响。稳定性检验分为短期稳定性评估和长期稳定性

评估。短期稳定性评估是为了测定样品在极端运输温度和

实验室搬运条件下, 保持特性值稳定的能力, 测试温度可

能在‒50 ℃到 70 ℃之间变化, 实验时长通常为半个月。长

期稳定性是评估标准样品在生产者规定贮存条件下保持特

性值稳定的时间, 按照先密后疏的原则进行检测, 时间跨

度应在 6 个月以上。稳定性检验统计分析常用 t 检验法和

线性回归方差分析法。在标准样品研制完成之后, 还需要

进行持续稳定性监测, 以保证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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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定  值 

标准样品特性量的定值一般代表对其真值的最佳估

计 , 包含样品的标准值和不确定度范围。根据 GB/T 

15000.3—2008《标准样品工作导则 第 3 部分》标准样品

定值方式为使用一种已证明准确性的方法, 多家实验室使

用同一测试方法进行协同定值, 将检测结果进行正态分布

检验、柯克伦检验、狄克逊检验和格拉布斯检验等异常值

检验, 排除异常值后, 最终定值是协同定值实验室提供结

果的平均值。定值实验室需具有一定的技术权威性, 在测

定标准样品特性量方面具有必备的条件和技术能力。 

1.5  不确定度评估 

不确定度合理的赋予测量数据的分散性, 是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 即使对所有已知或可疑的误差

成分进行了适当的修正, 不确定度仍然存在[12]。标准样品

的不确定度由均匀性检验、稳定性检验以及定值过程的不

确定度组成[13]。 

2  食品安全检测主要标准样品研究现状 

目前已研制成功的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 主要有

食品添加剂、食品加工污染物、有害元素、生物毒素、食

源性致病菌、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和乳制品等。其主要用

于仪器的校准与性能评价、评价检测方法、食品安全质量

控制和食品检测实验室的能力验证等。 

2.1  食品添加剂标准样品研制 

使用过量的食品添加剂或滥用非法添加物将会对人

体造成伤害[14], 食品生产中食品添加剂的检测监控是以食

品添加剂的标准样品为基准的, 所以食品添加剂标准样品

的研制尤为重要。韩焕美等[15]选用玫瑰花为原料, 经过纯

化和定性检测等技术过程, 并通过 24 个月的长期稳定性

实验及 8 家实验室协同定值, 研制了我国第一批玫瑰红标

准样品；何桂华等[16‒18]以市售靛蓝、新红和偶氮玉红为基

本原料, 使用重结晶技术将原料纯化, 在低温下以乙醇水

溶液打浆, 经过抽滤、滤饼烘干、粉碎和过筛等步骤制得

样品, 使用核磁共振、红外光谱和高效液相色谱对样品进

行定性分析, 通过 8 家实验室的协同定值, 最终研制了高

纯度的靛蓝、新红和偶氮玉红纯品标准样品, 为实验室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提供技术支持。近年来, 发生了多起食品

添加剂危害事件,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控更加严格, 相

关工作人员建立了多种食品添加剂的检测方法, 同时也研

制了多种食品添加剂标准样品。 

2.2  食品加工污染物标准样品研制 

食品中加工污染物含量较高, 会引发食物中毒等病

症[19]。为保证食品加工污染物检测质量, 黄超群等[20]选择

含有苯并(a)芘的植物油阳性样品作为制备原料, 其中苯并

(a)芘的质量分数在 2~10 μg/kg 之间, 经过混匀、分装, 并

通过 5 家专业实验室共同定值, 制得植物油中苯并(a)芘标

准样品, 该样品在植物油的质量控制与苯并(a)芘残留的检

测中发挥重要作用；KOCH 等[21]以薄脆饼干和面包干这两

种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形成丙烯酰胺的食品作为基质。通过

研磨、过筛和均质等加工处理, 研制了薄脆饼干和面包干

中丙烯酰胺标准样品。由于烹饪方式的不同, 通过煎、炸

和烤等方式烹饪的食物更容易形成污染物, 所以国外研制

的食品加工污染物标准样品的数量更多。 

2.3  食品元素含量标准样品研制 

食品中元素含量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 如食品中营

养成分鉴定和食品中有害元素的监测[22‒23]。潘传荣等[24]

采用无机盐浸泡粮食籽粒, 并采取低含量样品“气态分散

稀释”的方法与 6家实验室进行协同定值, 制备了含铅、镉、

砷、硒和铬元素的糙米、小麦和玉米粉状标准样品, 满足

了含多元素的标准样品的需求, 可用于粮食中污染物的

检测; SOTO 等[25]对亚马逊地区污染物含量很高的鲶鱼进

行研究, 将鱼肉切碎、冷冻干燥、脱脂、筛分、均质和包

装 , 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mass spectrometry, ICP-MS)进行定值, 研制了均匀

性与稳定性良好的鱼肉中汞的标准样品。随着元素含量标

准样品研制技术的进步, 出现了同位素标准样品, 稳定同

位素比值分析是一项较新的技术, 对产品的溯源和掺假分

析更加精确。 

2.4  食品中生物毒素标准样品研制 

生物毒素是指来源于生物且不可自复制的有毒化学样

品按来源可分为动物毒素、植物毒素、微生物毒素和海洋生

物毒素[26]。生物毒素具有较高的生物毒性, 污染了毒素的食

品, 会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27]。陈伟珠等[28]对河豚鱼毒素进

行研究, 采用了多种测定方法进行结构确证, 并使用柱后衍

生的高效液相荧光法对样品进行均匀性、稳定性检测和定值, 

研制了国内首批河豚毒素标准样品, 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

空白；MCCARRON 等[29]对海洋甲藻进行研究, 通过萃取和

层析分离毒素, 贝类下痢毒素(okadaic acid, OA)和鳍藻毒

素-1 (dinophysistoxins-1, DTX1)是从大规模的藻类培养中

分离出来的, 鳍藻毒素-2 (dinophysistoxins-2, DTX2)是从

自然污染的贻贝中分离出来的。通过调整毒素的纯度制备

样品溶液, 研制了腹泻性贝毒毒素 OA、DTX1 和 DTX2 的

标准样品。由于食品中生物毒素对人体高危害性, 近年来

相关领域的标准样品数量逐步增加, 尤其是一些沿海地区

对海洋生物毒素的研究较多。 

2.5  食源性致病菌标准样品研制 

食源性致病菌标准样品由于微生物的天然不稳定性, 

研制难度较大, 目前该领域的标准样品数量相对较少。食

源性致病菌是可以引起食物中毒或以食品为传播媒介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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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30]。一些基于核酸的快速检测方法可以检测食源性病

原体, 标准样品是保证方法可比性的关键, VALLEJO 等[31]

优化了半制备培养结合 DNA 提取的方法, 获得了足够质量

的肠炎沙门氏菌 DNA, 从而制备了一种用于肠炎沙门氏菌

检测的 DNA 标准样品, 填补了该领域标准样品的空白, 该

样品在 4℃条件下可以保存 9 个月；BRANDÃO 等[32‒33]等

研制了首例奶酪基质中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标准样品, 这

项研究的标准样品是可以回收利用的, 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该实验室同时以奶酪为基质生产标准样品, 将基质分布在

目标细菌中, 使之污染, 接着进行冷冻干燥, 采用蔗糖作为

冷冻保护剂, 研制了奶酪基质中李斯特菌标准样品。 

2.6  农药残留标准样品研制 

各国管理机构均对不同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设定了

最大残留限量[34], 农药残留标准样品在残留量的精准控制

中不可或缺。李捷等[35]在茶叶种植过程中喷施 13 种农药, 

模拟茶叶在种植过程中的农药污染, 通过统计学分析, 制

备了含 13 种农药残留的茶叶标准样品, 该标准样品与日

常检测茶叶样品相一致, 可在检测工作中保证质量控制, 

具有很好的应用与推广价值; OTAKE 等[36]通过在苹果上

喷洒有机磷和拟除虫菊酯农药, 将收获的苹果切成小块, 

经过冷冻干燥、粉碎、过筛、包装和辐照杀菌, 使用同位

素稀释-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isotope dilution-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ID-LC-MS/MS)
进行定值, 研制了苹果有机磷和拟除虫菊酯农药残留标准

样品。近年来, 农药残留标准样品一般选用果蔬、茶叶和

谷物为基质, 并实现单基体多种农药残留, 所研制的标准

样品适用性更强, 满足多种检测需求。 

2.7  兽药残留标准样品研制 

畜产品中兽药残留主要因为不按规定、非法使用兽药

及滥用兽药, 这样的畜产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37]。何

平等[38]通过口灌给药, 使妥曲珠利在鸡体内代谢, 鸡肉经

均质、冻干燥、真空封装等处理, 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对样品特性值进行测定, 通过 8 家实验室协作

定值, 制备了鸡肉冻干粉标准样品, 填补了我国抗球虫类

兽药基体标准样品的空白；HYUNG 等[39]为准确测定鸡肉

中氟喹诺酮类药物(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 分别用含恩诺

沙星和环丙沙星的饲料喂养两组鸡, 屠宰后, 取大腿肉和

鸡胸肉混合, 并将肉冷冻干燥、粉碎、筛分和混合包装, 通

过均匀性检测、稳定性检测和定值, 研制了鸡肉中恩诺沙

星和环丙沙星药物残留标准样品。检测机构对兽药残留标

准样品需求较大, 经过不断的发展, 填补了多种兽药残留

标准样品的空白, 兽药残留标准样品主要由日常从事检测

工作的研究单位制备, 他们通过大量检测实验积累的经验, 

能更好地控制样品的特性值, 符合实际需求。 

2.8  乳制品标准样品研制 

乳制品行业出现过多次食品安全问题[40]。奶粉及乳制

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通, 这就要求开发用于分析这些样

品的分析方法的标准样品[41‒42]。LEE 等[43]对婴儿配方奶粉

中 13 种维生素、3 种脂肪酸和总胆固醇进行研究, 使用

LC-MS/MS 进行分析, 通过 11 家实验室的协同定值, 研制

了均匀性、稳定性良好的有机营养分析婴儿配方奶粉标准

样品; ELISHIAN等[44]采用微波酸消解和 ICP-MS测定奶粉

中钙、铜和锌元素含量, 研制了印度尼西亚首个牛奶标准

样品。目前, 以乳制品为基质的标准样品主要为营养物质

与元素含量类, 这些标准样品可以在乳制品的营养分析和

真伪鉴别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国内外主要标准样品数据库中食品安全检测

有证标准样品发展现状 

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计量组织或标准样品研究管

理机构, 以此做到统一量值。由于国际间合作与交流越来

越密切, 为了方便各国的科技工作者能够了解世界范围内

最新和最全的标准样品, 促进各国的标准样品在国际间的

流通, 各国标准样品研究机构都会建立标准样品数据库, 

收录各种种类的有证标准样品的信息, 以供参考与购买。

各国食品安全标准样品的研究对象基本是围绕国家的优势

产业和重要贸易产品, 保证相关产品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 

进一步实现国际互认[45]。 

3.1  国际有证标准样品数据库 

1990 年 , 法 国 国 家 测 试 所 (Laboratoire National 

d’Essais, INE)、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英国政府化学

家实验室(Laboratory of the Government Chemist, LGC)、德

国国家材料研究及测试研究所(Federal Institute for Material 

Research and Testing, BAM)、中国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s, 
NRCCRM)、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检验所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Inspection Institute, ITIII)、前苏联全苏标

准 物 质 研 究 所 (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etrology, Soviet, UNIIMSO)共 7 个国家实验室共同建立

了 国 际 有 证 标 准 样 品 数 据 库 (Code d'Indexation des 

Matériaux de Référence, COMAR)[46]。COMAR 数据库是目

前国际最权威的标准样品信息库。截至 2021 年 11 月, 

COMAR 收录的食品安全检测有证标准样品有 384 种[47], 

包含食品微生物、乳制品、转基因、酒类、食品接触材料、

生物毒素、天然产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加工污染物、元

素含量、农兽药残留和营养成分化合物等领域, 其中转基

因食品和食品成分有证标准样品的数量较多, 种类相对齐

全。在 COMAR 建立之初,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数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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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随着需求的增加, 数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3.2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以前是国家标准局 , 是由 1901 美国国会建

立的 , 负责建立美国和国际商业的测量基础 , 现在是

美国商务部的一部分 , 是美国最古老的物理科学实验

室之一 [48]。NIST 早期的食品类标准样品仅限于元素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 NIST 一直在生产基体标准样品, 

例如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的复合维生素片, 以及脂肪酸

的鱼油和植物油。NIST 的有证标准样品研究水平高, 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49]。截至 2021 年 11 月, NIST 提供了 101

种具有良好特征的食品安全检测有证标准样品来支持准

确的测量, 分为宏观与微观营养素、其他潜在价值的营养

成分、食品污染物和过敏原、小麦硬度和膳食补充剂标

准样品[50]。目前 NIST 开发标准样品的挑战性在于下一代

基因组测序、微生物鉴定、非靶标基因组剖析和无机物

种形成等[51]。 

3.3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EC-JCR)[52]是欧盟设有的直属指导性研究

机构, 是世界上主要的有证标准样品开发商和生产商之

一。欧盟有着严格的食品检测检验制度, 严格的食品安全

监管制度极大地促进了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发展。截

至 2021 年 11 月, JRC 在食品领域提供 252 种不同的 BCR

和 IRMM 品牌食品安全检测有证标准样品[52], 按应用领域

分为食品加工污染物、生物毒素、营养成分化合物、转基

因、基体材料、元素含量、食品接触材料、酒类和农兽药

残留。JCR 的有证标准样品在其证书上都带有明确的可追

溯性声明, 提供了精确的参考值和数据, 在实验室仪器的

校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3.4  英国政府化学家实验室 

LGC 自 1975 年以来, 最早提出了农药残留标准样品, 

如今产品种类已不断扩大, 包括食品添加剂、调味品和掺

杂物、食品接触材料、食品加工污染物、转基因、饮料标

准样品、环境食品污染物、基体材料和营养成分化合物

等,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法规和技术。LGC 作为全球最大

的标准样品供应商, 可提供包括各种纯试剂、基体标准样

品和标准样品超过 10 万种[53]。截至 2021 年 11 月, LGC

提供了 3302 种支持食品、饮料检测所需的高质量有证标

准样品[54]。这些有证标准样品在仪器校准、质量保证、

验证测量的准确性和新测量方法的开发等方面起到重要

作用。 

3.5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nada, NRC)[55]计量研究中心为工业和学术研究提供了

高质量和可靠的标准样品。截至 2021 年 11 月, 用于食品

安全检测领域的有证标准样品已有 82 种, 涉及藻类毒素、

污染物、蓝藻毒素、同位素、霉菌毒素、总元素含量和兽

药残留等领域[55], 其中藻类毒素和总元素含量标准样品为

该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 

3.6  德国国家材料研究及测试研究所 

BAM 建立于 1871 年, 是德国的权威计量测试机构, 

在标准样品的开发和认证领域拥有 100 多年的历史, 主要

进行材料领域标准样品的研究,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较

少。目前, BAM 已研制的食品安全检测有证标准样品有脆

饼中的丙烯酰胺、小麦粉中的镰刀菌毒素和可可中的镉和

丙烯酰胺等[56]。 

3.7  中国标准样品技术委员会 

在我国,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研制工作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农药残留分析专用标准样品开始的[57]。1999

年后我国标准样品根据行业分为 16 类, 都是统一由阿拉

伯数字构成,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归属于 11 生物、植物

和食品成分分析[58]。我国食品类标准样品的研究起步较晚, 

随着我国对食品安全的不断重视, 国内食品类标准样品迅

速发展, 有证标准样品的种类、数量快速增加。截至 2021

年 11月, 我国已经发布用于食品安全检测的有证标准样品

484 项[59], 包含了生物毒素、食品微生物、酒类、食品添加

剂、农兽药残留、天然产品、食品加工污染物、元素含量和

转基因生物标准样品。我国标准样品的特色之处主要在于营

养成分化合物标准样品的数量比重较大, 其总数超过我国

食品安全检测有证标准样品总量的 40%, 这些营养成分化

合物标准样品源于各类食用性或药食同源的植物。功能性食

品具有调节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 近年来已成为食品科学

领域研究的热点[60], 营养成分化合物标准样品的研制, 可

以发挥标准样品在功能性食品的品质评价、营养分析、安

全检测和真伪甄别等领域的作用。酒类标准样品也是我国

的特色之一, 近年来假酒事件时有发生, 酒类标准样品作

为实物标准, 与相关国家文本标准一起配合使用, 能有效

实施国家文本标准, 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和产品质量。为了满

足相关检测的需要, 近年来用于食品中微生物与农兽药残

留检测的标准样品数量在逐步增加。相比于国外, 我国在食

品加工污染物、元素含量和生物毒素等领域的标准样品数量

较少, 在食品接触材料领域还处于空白, 很多相关领域的检

测实验或标准执行过程中从国外购买标准样品的现象较为

普遍。标准样品的研制是一个详尽的过程, 需要高水平的技

术人员和精密的仪器设备, 由于目前只有少数机构具备研

制能力, 主要为国家级计量机构或检测机构, 因此每年申报

立项的标准样品数量还是匹配不上文字标准数量[61]。 

表 1 列举了国内外主要标准样品数据库中的食品安

全检测有证标准样品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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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标准样品数据库的食品安全检测有证标准样品数量 
Table 1  Numbers of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food safety 

testing in main reference material databases 

类别 标准样品数量 

国际有证标准样品数据库[47] 

食品微生物 10 

乳制品 26 

转基因 141 

酒类 10 

食品接触材料 2 

生物毒素 27 

天然产品 22 

食品添加剂 5 

食品加工污染物 21 

元素含量 61 

农兽药残留 38 

营养成分化合物 19 

其他 2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50] 

宏观与微观营养素 35 

其他潜在价值的营养成分 21 

食品污染物和过敏原 8 

小麦硬度 1 

膳食补充剂 36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52] 

食品加工污染物 3 

生物毒素 25 

营养成分化合物 19 

转基因 131 

基体材料 19 

元素含量 14 

食品接触材料 6 

酒类 6 

农兽药残留 29 

英国政府化学家实验室[54] 

食品添加剂、调味品和掺杂物 591 

食品接触材料 905 

食品加工污染物 145 

转基因 132 

饮料标准样品 28 

环境食品污染物 1065 

基体材料 14 

营养成分化合物 422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55] 

藻类毒素 44 

污染物 2 

蓝藻毒素 5 

同位素 1 

霉菌毒素 4 

总元素含量 24 

兽药残留 1 

其他 1 

表 1(续) 

类别 标准样品数量 

德国国家材料研究及测试研究所[56] 

食品加工污染物 5 

生物毒素 6 

中国标准样品技术委员会[59] 

生物毒素 9 

食品微生物 73 

酒类 36 

食品添加剂 21 

农兽药残留 57 

天然产品 31 

食品加工污染物 4 

营养成分化合物 206 

元素含量 23 

转基因生物 24 

 

4  结束语 

NIST、LGC 和 EC-JCR 等机构的食品安全检测标准

样品研制的历史较长, 目前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和核心。

食品基体复杂, 食品安全监控需要检测的化合物繁多, 由

此给我国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困

难, 且食品领域标准样品的保质期较短, 每一年都会面临

标准样品失效问题, 造成已研制的标准样品不可用。此外, 

我国的标准样品研制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

距, 主要体现在样品制备技术和样品定值技术上。 

未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对标准样品的整

体需求进行分析与规划, 从国家当前的食品安全工作出发, 

研制当前急需的、有战略意义的标准样品, 以适应不断改

善的分析方法, 满足不断更新的产品。其次注重相关领域

的人才培养, 在研制新标准样品的同时, 对已失效的标准

样品进行复制和维护, 提高标准样品的研制水平, 逐渐达到

ISO 标准样品相关导则的要求, 使我国标准样品的研制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以此促进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发展, 带动我

国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样品的推广、应用及量值溯源体系的建

立, 还为我国经济发展、出口管理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

据, 对保障人民健康和推进国际贸易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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