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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是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主要阐述了食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的

内涵,介绍了理化、微生物、毒理学、寄生虫方法标准和基础类检验方法标准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针对如何提升

检验方法标准体系的适用性,加强检验方法标准技术管理能力,加强检验方法标准研制的基础研究和国际交流合

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检验方法标准体系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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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 是

《食品安全法》 [ 1] 规定中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组成

部分。 本文回顾了食品安全检验方法与规程类标

准(以下简称“检验方法标准” )的建设成效,并对此

类标准存在问题做出初步探讨,为进一步完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提出建设性意见。

1　 食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的内涵

检验方法标准作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 2-3] 中重

要组成部分,
 

在核验食品安全限量标准指标、了解

已知风险的存在水平及发现未知风险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是支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实施的技术基

础。 检验方法标准是食品检验机构依法开展食品

检验活动的技术依据,使用者既包括食品安全监管

机构(含受其委托的检验机构) ,也包括食品生产经

营者,是开展市场监督抽检、进行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产品安全风险防控的

技术手段。 此外,公认的检验方法标准也为相关科

学研究机构对新发、未知食品安全风险开展探索性

研究提供互认的技术参考。
目前我国已发布食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合计

500 余项。 其检测对象,包括食品中致病性微生物、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

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检验方法;食品中食

品添加剂的检验方法;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

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的检验方法;与食品安全有

关的质量指标检验方法等等。 其采用的技术包括

理化方法、微生物方法、毒理方法、寄生虫方法等几

大类。 按照内容性质分类,包括基础类、检测方法

类和规程类。
食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具有强制性,为食品安

全监管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食品安

全通用标准、产品标准中的指标会明确引用相应检

验方法标准,避免了多个检验方法并存可能造成的

检验结果差异,使得检验结果可重复、能互认。 食

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整合了我国历史上食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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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其他行业标准中成熟、
经典的方法,并经不同检验水平的机构反复使用验

证,技术可靠。

2　 食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现状

自 2009 年《 食品安全法》 颁布实施以来,经过

检验方法标准的不断完善,特别是通过 2013—2015
年的标准清理整合工作,已初步形成了我国食品安

全检验方法标准体系,按照检测内容或检测技术类

型分为基础类、理化、微生物、毒理、寄生虫等 5 类检

验方法标准。
2. 1　 基础类方法标准

基础类方法标准可作为其他方法标准的依据

和基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如方法总则要求、
检验取样制样、食品分析术语、方法验证方法等一

系列方法标准,这类标准对各相关方法的统一、协

调和规范具有重要作用。
基础类方法标准应用在不同专业领域,既有共

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理化方法、微生物方法、毒
理方法根据自身特点,已制定发布相应基础类方法标

准,并融入各标准系列中。 如《食品接触材料及其制

品迁移试验预处理方法通则》 ( GB
 

5009. 156)、《食品

中放射性物质检验总则》 ( GB
 

14883. 1)、《食品微生

物学检验总则》( GB
 

4789. 1)、《食品微生物学检验培

养基和试剂的质量要求》 ( GB
 

4789. 28)、《食品安全

性毒理学评价程序》 ( GB
 

15193. 1)、《食品毒理学实

验室操作规范》(GB
 

15193. 2)等。
2. 2　 理化检验方法标准

食品安全理化检验方法与规程系列主要由 GB
 

5009[ 4] 、 GB
 

14883[ 5] 、 GB
 

31604[ 6] 、 GB
 

23200[ 7] 和

GB
 

31660[ 8] 系列组成。
GB

 

5009 系列检验方法标准涉及理化指标的检

验方法,囊括了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元素、污

染物、毒素等指标,与《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 GB
 

2760) [ 9]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 GB
 

2761) [ 10] 、《 食

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 GB
 

2762) [ 11] 、《食品营养强化

剂使用标准》 ( GB
 

14880) [ 12]
 

等通用标准和产品标

准相配套。 主要包含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液

相质谱法、气相质谱法、原子荧光光谱法、原子吸收

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分光光度法、比色法等检验方法,
能满足不同能力水平检验机构和不同行业检验目

的需求。
GB

 

14883 系列标准是涉及食品中的放射性物

质的检验方法。 包括放射性物质检验总则和氢-3、
锶-89、锶-90、碘-131 等放射性物质的检验,与《食品

中放射性物质限制浓度标准》 ( GB
 

14882) [ 13] 相配

套。 采用的方法包括液体闪烁计数器法、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法、低本底 β 测量仪法、α 放射性测量仪

法、氡钍分析仪法、分光光度计法、低本底 α 谱仪法

和低本底 γ 能谱仪等。
GB

 

31604 系列标准是涉及食品相关产品指标

的检验方法,覆盖食品接触材料及其制品、食品接

触橡胶制品、塑料食品接触材料及其制品、聚氯乙

烯制品、食品塑料包装材料及其制品、食品接触木

(竹)质材料、食品接触材料软木等食品接触材料基

质。 包括重金属迁移量、邻苯二甲酸酯、杂酚油、多
氯联苯、异氰酸酯等指标的检验,与《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 GB
 

9685—2016) [ 14] 和

GB
 

4806[ 15] 系列相关产品标准相配套。 采用的方法

包括滴定法、干燥失重法、液相色谱法、液相色谱-质
谱 / 质谱法、气相色谱法、气相色谱-质谱法、石墨炉

原子吸收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电感

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法等。
GB

 

23200 系列标准是涉及食品中农药残留指

标的检验,覆盖肉及肉制品、内脏;粮谷和大豆、食

用菌、果蔬汁、果酒、水果蔬菜、茶叶等基质。 包括

除草剂、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杀菌剂、熏蒸剂、
有机杂环类等各类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物质的检

验,与 《 食品中农药 最 大 残 留 限 量 》 ( GB
 

2763—
2019) [ 16] 相配套,采用的方法包括液相色谱法、液相

色谱-质谱 / 质谱法、气相色谱法、顶空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质谱法、荧光分光光度法等。

GB
 

31660 系列标准是涉及食品中兽药残留指

标的检验,覆盖了水产品中鱼、虾、蟹、贝类、鳖、海

参等;猪、牛、羊、鸡肌肉及组织、蛋奶、尿液等食品

基质,包括大环内酯类、氟乐灵、金刚烷胺、α-受体激

动剂、氮氨菲啶、乙氧酰胺苯甲脂等兽药残留物质

的检 验, 与 《 食 品 中 兽 药 最 大 残 留 限 量 》 ( GB
 

31650—2019) [ 17] 相匹配。 采用的方法包括液相色

谱法、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气相色谱-
质谱法等。
2. 3　 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

GB
 

4789 系列 [ 18] 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充
分考虑了我国食品中微生物的特点和微生物检验

水平 现 状, 不 仅 与 《 食 品 中 致 病 菌 限 量 》 ( GB
 

29921—2013) [ 19] 及产品标准中的微生物限量指标

相配套,也基本覆盖了食品中风险较高的各类微生

物的检验方法。
GB

 

4789 系列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涉及食

品微生物学检验基本原则和要求、微生物学检验采

样方法等基础方法标准,还包括致病微生物 ( 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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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常见产毒霉菌和病毒) 、指示菌、益生菌等微生

物检验方法。 食品微生物的检验方法包括定量检

验和定性检验,定量检验主要有平板计数法和最大

或然数( Most
 

probable
 

number,
 

MPN) 法,定性和定

量检验主要以培养法结合形态学、生化、免疫或分

子生物学进行相关微生物的鉴定。
2. 4　 毒理学检验方法标准

GB
 

15193 系列 [ 20] 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

和方法,是由评价程序、实验室规范、健康指导值的

制定、受试物的处理以及具体试验方法等组成的毒

理检验方法标准体系。
该系列标准的评价对象为食品及其原料、食品

添加剂、新食品原料、辐照食品、食品相关产品以及

食品污染物,标准内容包括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

程序、食品毒理学实验室操作规范、健康指导值的

制定等毒理学基础方法标准和急性毒性、亚慢性毒

性、慢性毒性、毒物动力学、遗传毒性、致畸、致癌以

及生殖发育毒性等毒理学检验方法标准。
我国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标准

的制定和修订充分参考和借鉴国际相关法规,等同

采用或等效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的

《化学品测试方法》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USEPA)
的 《 健康效应测试指南 》 、 美国 FDA 的 《 红 皮 书

2000———食物成分安全性毒性评价原则》 、和欧洲

食品安全局( EFSA)的《食品接触材料指南》 等毒理

学相关准则或指南。 该系列标准的颁布为我国食

品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工作进入规范化、标准化轨道

以及与国际接轨提供了保证。
2. 5　 寄生虫检验方法标准

寄生虫检验方法系列标准,主要是针对食品中

人畜共患的寄生虫制定的系列检验方法标准,以满

足实际检验需求。 该系列标准涉及吸虫囊蚴、线虫

幼虫、绦虫裂头蚴等检验方法标准。 方法技术内容

主要为传统的形态学鉴定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检验

方法。 形态学鉴定主要是通过胃蛋白酶消化水产

制品的组织观察其形态学特征,适用于有经验技术

人员对寄生虫的初步诊断;PCR 检验法主要是通过

提取寄生虫的 DNA 扩增条带或基因测序进行判定,
适用于寄生虫的准确鉴定。

3　 食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存在的问题

3. 1　 基础类检验方法标准尚不完善

基础类方法标准在检验方法标准体系中凸显

了其重要性,但目前已发布的基础类方法标准存在

功能缺失和滞后问题,导致了具体检验方法标准中

出现一些共性问题。 例如方法验证标准的缺失,导

致检验方法标准在研制过程中的方法学验证不合

理、不规范、不科学,制定修订依据不充分的现象,
也影响检验方法标准审查工作。 食品检验方法术

语和定义的缺失,导致对方法验证理解不到位,出

现标准文本描述不统一等问题。 此外,食品取样、
制样,标准品的使用,有效数字的匹配等直接影响

检验方法标准的测定结果,也应作出相应规定。
3. 2　 检验方法标准尚未涵盖所有健康危害因素

目前检验方法标准已经基本实现了与食品安

全通用标准和产品标准配套的建设目标。 尚有部

分通用标准或产品标准涉及指标没有“一一配套”
或者说“无法配套” ,如部分食品添加剂因在食品基

质中本底含量较高,无法区分是本底还是添加来

源,配套的检验方法无法建立;部分没有明确规定

限量的添加剂,如香精、香料等,暂不需要建立配套

的方法标准;营养强化剂与特殊膳食相关的通用标

准、产品标准涉及的营养指标,某些为聚合物或特

定结构,概念无法明确或存在争议的,暂未制定相

应的方法标准。 针对这类无法“一一配套” 的方法

标准,需要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做好相应的技

术储备。
此外,对于无食品安全标准限量要求,但存在

食品安全风险,需要了解本底情况或污染水平的健

康危害因素或食品基质,即满足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工作需要、超范围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监管需要等,
也应逐步将相关的检验方法纳入标准体系,为相应

的风险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3. 3　 部分检验方法标准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随着科学的进步,食品检测技术也有进一步的

发展。 某些传统的检测方法存在操作繁琐、费时、
费力等问题,需要通过制定快速、准确、灵敏度高,
且同时测定多种组分的高通量方法标准来解决问

题。 随着快检技术的逐步成熟,便携式仪器的广泛

使用,检验方法标准内容也应随着新形势做相应调

整,以降低检测成本,推动行业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注重食品安全和营

养,食品种类繁杂,生产工艺也越发复杂,检测难度

也在增加。 例如:特医食品、包埋技术、水解度等新

工艺食品基质,目前的方法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实际

要求。 对于这类方法标准应适当引入高新技术,来
解决无法检测的难题。

此外,检验方法标准作为需要普遍执行的标准

依据,需要考虑在不同技术能力检验机构中的普适

性,考虑标准的执行能力和标准实施的成本,不能

一味追求灵敏度而采用高新技术、高端仪器。 如何

将新技术、新方法科学、有效地纳入我国方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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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满足实际需求,顺应时代发展,符合我国国

情,也为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建设提出新的挑战。
3. 4　 部分方法文本表述需进一步规范

标准文本的规范是打造 “ 最严谨的标准” 最基

本要求。 部分方法标准文本存在描述不够准确、规
范的问题,涉及试剂、材料仪器、培养基、标准曲线、
分析步骤等细节还应进一步统一、完善。 例如,在

过程描述中,存在不规范操作,用量筒定容、使用不

匹配的天平等问题。 标准中间液描述使用 “ 使用

液” 、“中间液” 、“ 工作液” ,标准曲线描述使用 “ 曲

线工作液” 、“系列标准工作液” 等不同用语。 这些

细节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对标准的准确理

解和实施。

4　 检验方法标准工作展望

4. 1　 提升检验方法标准体系的适用性

在保证强制性方法标准权威性的同时,提高方

法标准制定水平和提升内容的灵活性也是极为重

要的。 由于方法标准自身特点,其强制性不能像限

量标准那样理解,其强制性更应体现在方法标准的

原理和检测手段等内容,一味注重操作细节的强制

性,适得其反。
加强方法标准科学性、可操作性、灵活性等方

面研究。 加快纳入成熟方法,继续保持一个标准、
多个方法并行的模式,同时根据实际需求,可适当

引入新技术,甚至是成熟、可靠的快检初筛技术,提
高检测效率。 提出提高方法标准的灵活性、可操作

性的相关举措,明确方法标准强制内容,引入参考

性内容或资料性附录,真正做到对标准的正确应用。
针对检验方法标准文体表述不规范的问题,需

要引入更加灵活的纠错机制,在确保科学性的前提

下,采用修改单、勘误等方式及时修订,并出台相关

方法标准指南性文件加以规范。 充分利用标准跟

踪评价平台,补充、完善方法标准体系。
4. 2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检验方法标准

体系

在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完善基础类方法标准;
逐步推进检验方法总则、样品采样、制样等基础类

方法标准研制工作。 二是加紧完善缺失的配套方

法,对存在问题的方法标准及时修订,推进搁置、存
在技术瓶颈的方法的研制工作;对于添加剂、污染

物的方法标准除了满足配套需求,还考虑超范围使

用的高风险食品基质配套的检测方法。 三是服务

于风险监测工作需要,紧跟国内外关注热点,对新

发环境污染因素、新食物成分和添加物质、食源性

病毒等薄弱环节提前布局检验方法标准的研制。

四是探索性研究建立发现识别未知风险的方法,对
食品安全高风险物质提高敏感性,深挖可能存在的

风险,做好技术储备,方法成熟后提升为方法标准。
五是与《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 21] 中规定的补充检

验方法相关要求相衔接,做好二者的互补和相互转

化,切实为食品安全监管打好基础,做好服务。 六

是充分考虑食品行业发展、检测成本效益、不同检

验能力的标准使用者等诸多因素,搭建全方位、多

层次、立体化的方法标准体系。
4. 3　 提升检验方法标准研制和技术管理队伍的能

力建设

加强对方法标准的宣贯培训,正确理解方法

标准的强制性,方法标准的适用范围、方法检出

限、定量限等技术内容的内涵,切实提高对标准的

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加强委员的方法标准审查

能力,正确指导标准研制工作;加强标准起草人制

定修订方法标准能力,尤其从单纯的检测技术研

发上升至国家标准研制的角色转变,在起草方法

标准,做到严谨、科学、务实上下功夫;加强秘书处

办公室能力建设,提高大局意识,不仅服务于方法

标准的技术审评,还要掌握方法标准的整体趋势,
构建更完善、科学的方法标准体系,更好地为食品

风险监管服务。
加强参与方法的评价和验证、实验室管理和质

量控制等检验方法体系基础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

相关标准或指南性文件,作为整个方法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不仅对于术语定义、采样规程、实验室

验证等存在分歧的问题从科学角度得到解决,达成

共识,还应在进出口贸易、如何解决测量中出现的

争端等管理层面开展研究。
4. 4　 加强检验方法标准研制的基础研究和国际交

流合作

检验方法标准有别于限量标准,并不局限于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食品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更关注

检验方法测定结果的准确和可靠,方法标准本身的

技术。 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将科学的理念应

用到相关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方法标准

研制、审查的严谨性和灵活性上,与我国工作模式

加以比对分析,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标准管理

模式。
对于具体的检验方法,积极跟进国际食品检测

进展,掌握发展趋势,加强与国际政府组织、世界知

名企业建立检验方法研究合作机制,深入开展食品

各领域检验方法基础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方法标准

做好技术储备。
继续发挥国内外标准化工作的桥梁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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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 参 加 食 品 法 典 分 析 和 采 样 方 法 专 委 会

( CCMAS) 、美国职业分析家协会( AOAC) 等会议或

工作组会议,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以及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标准主管机构的交流,通过标准制修订程

序、标准跟踪评价工作以及具体方法标准的交流,
开展食品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研究,不仅

要学习先进技术或经验,还要将我国准确、可靠、领
先的方法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对于我国的标准化

工作和食品进出口贸易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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