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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抽检数据质量是检验机构的技术能力、专

业素养和管理服务水平的综合反映,是食品安全抽检工

作成效的判定依据,是做好核查处置工作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了食品抽检数据抽查,对

于提升食品安全抽检数据质量起到了良好作用.但是在

数据核查过程中发现部分检验检测机构在抽样、检验、报

告规范性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给后续的监管和行政处

罚带来一定影响.文章通过分析日常抽检过程中常见的

问题,提出了优化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一些措施,供食品

安全监管和抽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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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qualityoffoodsafetysamplinginspectiondataare

acomprehensivereflectionofthetechnicalability,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management service level of inspection

institutions．Itisanimportantguaranteefortheeffectivenessof

foodsafetysamplinginspectionwork,andakeyfactorindoinga

goodjobinverificationanddisposalwork．Marketregulatory

administrations have strengthened the verification of food

samplinginspectiondatainrecentyears,whichhaveplayeda

goodroleinimprovingthe quality offood safety sampling

inspectiondata．However,itwasfoundthatsomeinspectionand

testinginstitutionshavesomeproblemsinsampling,inspection,

andreportstandardizationduringthedataverificationprocess．It

wi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subsequent regulatory and

administrativepenalties．Thisarticleanalyzescommonproblems

inthe daily samplinginspection processand proposessome

measuresto optimizefoodsafety samplinginspection work,

wishingto providereferenceforfoodsafetysupervision and

samplinginspection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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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力度逐年加大,各级市场

监督部门通过日常检查、监督抽检等方式进行综合监管,

食品安全水平稳步提升.目前,食品安全抽检已经成为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保障中国

的食品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１－２],全国各级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每年开展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数量达数百万批

次[３],有效加强了食品安全监管,保障了人们的饮食安全

和身体健康.

食品安全抽检数据质量是检验机构的技术能力、专
业素养和管理服务水平的综合反映[４],其质量状况直接

影响到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和公信力,甚至关系到

相关企业的生死存亡,对整个食品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均积极探索抽检数据抽

查考核的方式方法、考核内容,组织数据自查,开展数据

质量提升专题培训并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努力推进食品

抽检数据高质量发展[５－７].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开展食

品安全抽检数据抽查时,也发现了一些不规范问题,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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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监管和行政处罚带来一定影响[８－９].以四川省及福

建省为例,其２０２１年数据抽查问题率分别为３２．５％和

５９．４８％[１０].笔者结合日常工作实际,通过分析日常抽检

数据质量抽查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提出优化食品安全抽

检工作的一些措施,以供食品监管和抽检人员参考.

１　食品抽检数据质量抽查的主要内容

食品安全抽检是由抽样、检验、结果报告、核查处置

等一系列环节组成的,抽检结果最终以检验检测报告形

式呈现,是各个抽检链条的最终成果.高质量的食品安

全抽检数据是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有效性的重要保障,是
分析发现问题和研判食品安全形势的重要支撑,是做好

核查处置工作的关键因素.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２０２１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的通知»(国市监食检

发〔２０２１〕１１号)«关于落实２０２１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市监食检(司)函〔２０２１〕２１号)

文件要求,食品安全数据质量抽查成为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安排部署的一项重要制度规定,旨在加强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任务承检机构管理,提高食品抽检工作质量,及时

排查风险隐患,以真实、客观、准确出具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数据[１１],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分别开展了食品抽检数

据质量抽查行动,取得了较好效果.

食品安全抽检数据质量抽查内容覆盖抽检的全过

程,主要包括样品信息、食品分类、检验信息、检验结果、

结论判定、其他方面六大类,详细内容见表１.

２　食品抽检数据典型问题分析

２０２２年１—１２月,山东省某地级市市县两级市场监

管部门共开展食品安全抽检样品约６万批次,由３１家食

品检验检测机构分别承担.笔者对３１家检验检测机构

的食品抽检数据按１０％比例进行了抽查,共发现问题数

表１　食品安全抽检数据质量抽查主要内容

Table１　Maincontentsoffoodsafetysampling
inspectiondataquality

抽查内容 抽查要点

样品信息 主要检查五大字段(样品名称、生产日期、抽样日期、

营业执照号和生产许可证号)准确性、规范性和非五

大字段信息的逻辑性、准确性

食品分类 主要检查食品大类、细类的分类准确性

检验信息 主要检查检验项目、检验方法标准、检出限/定量限、

判定标准、限量等

检验结果 主要检查检验结果与单位规范性

结论判定 主要检查判定结论的准确性

其他问题 主要检查任务类别与食品类别匹配性、样品类型、样

品照片、抽样单与填报信息一致性、检验时限、人员

签字等

据１１９２条.对这些数据进行归类分析,发现各承检机构

存在的问题最多的是检验信息方面,占比５８．９８％,问题

最少的是结论判定方面,占比１．５１％.各类别问题比例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各类数据问题比例

Figure１　Ratiosofvariousdataissues

２．１　样品信息方面

２．１．１　五大字段信息　发现的问题主要有:① 样品名称

规范性问题.样品名称应当体现样品的真实属性,通过

样品名称应能反应样品类别规范.在实际抽查常见的问

题通常与此有关.比如某检验机构填报的样品名称为

“好友趣大凹凸”,实际样品种类为薯片,样品名称应规范

填写为“好友趣大凹凸薯片”.② 证件号码错误.重点核

查营业执照号和生产许可证号与系统上传的照片、样品

标签标识是否一致,在数据抽查中发现部分营业执照号

和生产许可证号存在错位、漏位、多位问题.③ 日期问

题.部分样品存在生产日期、加工日期或者购进日期选

择错误,不能真实反映样品的来源信息.比如,超市售卖

的水果一般追溯到购进日期,有的机构选择了填报生产

日期.

２．１．２　非五大字段信息　发现的问题主要有:① 抽样过

程逻辑矛盾.重点核查抽样区域、是否网购与环节、场

所,是否进口与原产国等存在逻辑矛盾.比如某检验机

构抽检的可可粉,其样品类型填写为进口食品,但原产国

填写为中国.另外,部分检验机构将自助售货机的抽样

地点错填为“网购”.虽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规定无人超市、自助售货机抽样方式参照网络抽检执行,

但应属 于 流 通 环 节 的 “其 他”场 所,并 建 议 备 注 说 明.

② 企业信息不规范或错误.有部分检验机构填报的生产

企业名称、被抽样企业名称出现错别字,或多字少字,有

的还存在生产企业信息与样品批号标注的生产企业信息

不一致的问题.③ 区域类别和抽样环节信息问题.主要

检查区域类别、抽样环节信息是否存在错误,例如被抽样

单位为某某学校,检验机构填报区域类别为“乡镇”,其实

区域类别应当选择“学校周边(乡镇);被抽样单位为某生

产企业的,抽样环节填写了“流通环节”等问题,正确填写

应当为“生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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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样品分类方面

食品分类错误包括食品大类间错误和食品大类内错

误.通过对３１家食品检验机构数据进行抽查发现,出现

错误较多的分类见表２、表３.

２．３　检验信息方面

检验信息核查重点核查检验项目、检验方法标准、检
出限/定量限、判定标准、限量等.

２．３．１　检验项目方面　重点核查检验项目与抽检文件要

求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多检或者漏检项目.应核查检验

项目名称和备注是否规范,比如某检验机构填报的海水

鱼中的孔雀石绿项目,未按照检验依据 GB/T１９８５７—

２００５规定,在检验报告中备注“孔雀石绿和隐色孔雀石绿

残留量之和,以孔雀石绿表示”.

２．３．２　检验方法方面　重点核查检验方法是否符合抽检

文件和标准规定,是否与样品相适应.常见问题有:① 检

验方法不符合标准要求.比如某检验机构填报的大米中

镉限量时,根据填报的判断依据 GB２７６２—２０２２规定,检
验方法应使用 GB５００９．１５—２０１４,而该检验机构错误填

写为 GB５００９．２６８—２０１６.② 检验方法不适用于样品类

型.比如某检验机构填报的瓜子中甜蜜素(以环己基氨

基磺酸计)检验依据为 GB５００９．９７—２０１６(第三法),而该

方法仅适用于白酒、葡萄酒、黄酒、料酒中环己基氨基磺

酸钠的测定,应当使用 GB５００９．９７—２０１６第一法或第二

法.③ 样品数量不满足检验方法要求.比如某检验机构

填报的白菜中农残检验方法为 GB２３２００．１２１—２０２１,但
该样品量和备样量均不足３kg,不满足该检验方法要求.

２．３．３　标准限量值(最大允许限、最小允许限)问题　主

要问题有:① 对标准理解有误或未注意产品属性和分类,
造成质量指标、食品添加剂和重金属等元素污染物等限

量值用错或填错,如某检验机构对抽检的芝麻酱中的铅

含量进行判定时,应依据 GB２７６２—２０２２的食品分类体

系,将其归属于坚果与籽类食品,而该机构将其错误归类

为调味品;再如某检验机构填报的速冻水饺中铅限量值

为０．２mg/kg(不含馅限量),正确填报应为０．５mg/kg(含
馅),出现了含馅按照无馅混淆判定的情况.② 判定依据

中未规定限量要求.核查中发现,部分样品的判定依据

适用错误,存在判定依据中无对应产品的限量要求的情

况,如 某 检 验 机 构 填 报 的 日 照 绿 茶 错 误 使 用 了 GB
１９９６５—２００５进行了氟含量判定;某检验机构填报的计量

称重的红烧猪蹄为非预包装食品,检验了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等微生物项

目,判定依据应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

中致病菌限量»(GB３１６０７—２０２１),而机构填报的判定依

据«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食 品 中 致 病 菌 限 量»(GB
２９９２１—２０２１)仅适用于预包装食品.

２．３．４　判定依据问题　主要问题有:① 使用作废判定标

准,如某检验机构抽检的鱼片生产日期为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０
日,铅的判定应采用 GB２７６２—２０２２,但该机构填报为过

期作废标准 GB２７６２—２０１７.② 样品生产日期与判定依

据(年代号)不对应,如:某检验机构,抽检的韭菜中购进

日期 为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腐 霉 利 的 残 留 应 按 照

GB２７６３．１—２０２２判 定,而 该 机 构 填 报 的 判 定 标 准 为

GB２７６３—２０２１.

２．４　检验结果方面

检验结果主要核查检验结果与单位.易出现错误的

情况有:
(１)检验结果与单位未填报或填“/”.

　　(２)检验结果与单位填报不规范.如:某检验机构填

报的微生物项目检验结果与判定限值填写格式不一致,
菌落总数判定限值为三级采样,而检验结果漏写了一个

表２　常见食品大类间错误

Table２　Commonerrorsintrafoodcategory

大类错误 问题细类 常见错误

饼干 饼干 方便食品,糕点(糕点、月饼),粮食加工品,薯类和膨化

食品,其他食品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其他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方便食品,糕点,豆制品,食用农产品(生干籽类、生干坚

果),薯类和膨化食品

薯类和膨化食品 膨化食品 方便食品,糕点,饼干,薯类食品等

薯类和膨化食品 薯类食品 蔬菜制品,糕点,膨化食品

餐食食品 水产及水产制品(自制) 肉制品,其他食品

坚果及籽类食品(自制)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肉制品(自制) 肉制品(酱卤肉、调理肉),食用农产品,粮食加工品

米面及其制品(自制) 方便食品,糕点,粮食加工品,速冻食品,其他餐饮食品

特殊膳食食品 婴幼儿饼干 饼干

方便食品 方便米粉(米线) 粮食加工品中的米粉制品

冲调类方便食品 饮料大类中的固体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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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常见大类内错误

Table３　Commonerrorsinterfoodcategory

食品大类 食品细类 常见错误

餐食食品 坚果及籽类食品(自制)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其他餐饮食品

肉制品(自制) 其他餐饮食品

餐饮具 其他食品,其他餐饮食品

水产及水产制品(自制) 肉制品(自制),其他餐饮食品,餐饮食品(外卖配送)

酒类 以蒸馏酒为酒基的配制酒 以发酵酒为酒基的配制酒

白酒、白酒(液态)、白酒(原酒) 其他蒸馏酒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开心果、杏仁、扁桃仁、松仁、瓜子 蔬菜制品,糕点,其他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食用农产品

(生干籽类)

其他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开心果、杏仁、扁桃仁、松仁、瓜子(花生、榛子)

粮食加工品 谷物加工品(黑米等有色米) 大米

蔬菜制品 食用菌制品 自然干制品、热风干燥蔬菜、冷冻干燥蔬菜、蔬菜脆片、

蔬菜粉及制品

油炸蔬菜 蔬菜干制品

食用农产品 普通白菜 大白菜

番茄 樱桃番茄

萝卜 胡萝卜

辣椒 甜椒

结球甘蓝 赤球甘蓝

桃 油桃

花椰菜 青花菜

普通白菜 叶用莴苣

韭黄 其他蔬菜

甜椒 辣椒

扁豆 菜豆

韭菜 其他蔬菜

豆制品 豆干、豆腐、豆皮等 大豆蛋白类制品,腐竹、油皮及其再制品

腐竹、油皮及其再制品 大豆蛋白类制品,豆干、豆腐、豆皮

大豆蛋白类制品等 豆干、豆腐、豆皮等

数值,仅填报了４个数值.

２．５　结论判定方面

结论判定主要核查检验结论是否准确.该项内容出

现的错误相对较少.常见的错误主要集中在最大允许限

和判定依据使用上.主要是有检验机构在大豆油的过氧

化值项目上发生了批量错误,比如一级大豆油的检验结

果为２．５mmol/kg(GB/T１５３５—２０１７),而该机构错误填

报为２．５g/１００g(GB２７１６—２０１８),检验结论填报为合

格,导致检验数据和检验结论不一致的问题.该问题发

生的原 因 可 能 是 系 统 批 量 提 交 时 采 用 的 模 板 发 生 了

错误.

２．６　其他问题

其他问题常见的有以下情形:
(１)样品类型选择问题.常见错误有:将“食品添加

剂”错填为“工业加工食品”“食品相关产品”“食用农产

品”“餐饮加工食品”等;“工业加工食品”错填为“食用农

产品”“餐饮加工食品”等;“食用农产品”错填为“工业加

工食品”等.如:某检验机构抽填报的样品名称为“亚硝

酸钠”,样品类型应选择食品添加剂,而机构填报为工业

加工食品;某检验机构从某酒店抽检的某企业生产的甜

蒜,样品类型应选择“工业加工食品”,而机构填报为“餐
饮加工食品”.

(２)样品照片拍摄不清晰或照片无法获取有用信息.

抽样应当记录样品的储存条件、样品状态及必要的标签

信息,样品照片不清晰对于后续检验、后处置都会带来不

利影响,甚至推翻检验结论.
(３)食用农产品监管人员未在封条签字.农产品抽

样时应当有２名监管人员签字,抽查时发现部分样品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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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监管人员签字,或者仅有１名监管人员签字.
(４)备样量不满足要求.常见问题有:一是花生、瓜

子等样品备样量不满足可食部分不少于１kg要求,二是

使用 GB２３２００．１２１—２０２１检测叶菜类蔬菜农残时,备样

量不满足不少于３kg要求.备样量不满足要求主要问题

是样品量不满足检验方法要求,导致不能复检,给后续工

作带来不便.

３　提升食品抽检数据质量的对策措施
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数据抽查结果看,食品抽检

数据或多或少存在不规范、不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的

发生,是由于食品检验机构在质量管理、技术能力、人员

素质等仍然存在一定不足.要提升食品抽检数据质量,
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

３．１　强化责任意识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涉及抽样、检验、报告、核查处置

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高度衔接、互相影响,每个环节

都应该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细心、细致、规范、准确地完

成工作,避免给上下游、抽检的有效性带来不利影响,确
保抽检整体工作的合法性、有效性.监管部门可以组织

对食品检验机构进行量化考核、明确负面清单等方式,督
促食品检验机构增强责任意识.食品检验机构内部可以

采取自我承诺、绩效考核、奖优罚劣等方法加强技术人员

管理,提高岗位人员责任意识.

３．２　完善制度保障

相关部门应当加强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管理力度,
制定相关考核和管理制度,明确抽检的相关实施细则,重
点对样品名称规范、样品分类判断、数据抽查及判断规则

等进一步进行明确,用制度保障食品抽检的统一规范.
同时,应当加强对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监督检查工作,及
时发现抽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前预防,避免出现问题

而影响食品安全监管.

３．３　加强培训学习

食品检验机构需要加强对食品检测人员的培训,并
加强监督和考核.一是开展上岗考核.食品抽检人员上

岗前,应当对其进行培训,确保人员掌握基本相关操作技

能后,方可予以上岗授权.二是通过开展经验交流会、技
能比武、数据抽查等形式推动抽检人员技能提升[１２].

３．４　强化智慧抽检

食品抽检工作参与主体多、涉及环节多,要通过信息

化手段提升抽检规范性,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对食品

抽检影响.一是加强权限管理.严格按照岗位职责设定

权限,严控抽检数据退修的审核把关和规范管理,定期开

展汇总分析和情况通报,倒逼抽检数据质量提升[１３].二

是做好抽检信息的资源共享.不同部门之间要加强信息

交流和沟通,有效提升信息的共享性,为食品安全抽样工

作的顺利开展进行打下良好基础.

４　结束语

食品安全抽检数据综合反映了食品安全状况[１４],是

食品安全和质量的“判决书”.因此,抓好食品安全抽检

数据,提升食品抽检水平,对于科学开展食品安全监管,

有效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至关重要.各食品检验检测

机构应当组织专门力量开展食品抽检数据自查工作,制

定核查程序,规范抽检流程,加强抽检知识培训,充分利

用现代信息手段,对任务要求、抽样信息、检验信息、报告

信息等各方面进行认真自查、综合分析,力争把抽检数据

问题降到最低.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食品安全抽检

细则约束,统一制定更为规范、细致的制度规定,从根源

上统一抽检要求,同时加强食品安全抽检数据抽查工作,

加强对食品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倒逼检验检测机构

提高食品抽检的规范性、严谨性和准确性,督促检验检测

机构更好发挥技术保障作用,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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