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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编写。 
本文件由宁夏化学分析测试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仲检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宁夏仲检检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瑞、李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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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抽样人员技术能力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范了食品抽样人员的技术能力。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789 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方法 
NY/T 2103 蔬菜抽样技术规范 
NY/T 2102 茶叶抽样技术规范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 
《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国市监食检[2020]184号） 

3  人员选拔 
抽样人员一般由企业人力资源部进行招聘，首先对投递的简历进行初步筛选，然后确定面试人

员。面试时，建议采样主管和人事共同参与,可以对面试人员学历背景、工作经历、技能掌握程度

等有所评估和了解，从而确定合适的人选。 

3.1  人员资质 

3.1.1  招聘人员建议招聘专科及以上、食品相关专业，有较强学习能力及专业背景的人员在日后工

作中有一定的专业优势，经过培训能够更快地掌握采样相关知识和技能。 
3.2  相关工作经验 

3.2.1  相关工作经验是各企业招聘较为注重的一项内容。食品抽样人员有相关工作经验能够在短期

内快速上手，适合企业抽样人员紧缺的阶段，无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需要一定的培训周期。采样主

管可以根据部门现有人员及采样任务量等实际情况考虑招聘合适的人选。 
4  职业道德 

4.1  职业道德是抽样人员最为基础的东西，也是最需要强调的一份责任。抽样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

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良好公正的道德操守。 
5  行为规范 

5.1  抽样人员在执行抽样任务时应做到着装整齐，语言规范、礼貌待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5.2  抽样人员应遵守保密纪律，不得私自泄露抽样计划和方案，不得事先通知被抽样单位，对样品、

技术方案和检测结果等负保密责任。 

5.3  抽样人员应当依据抽样方案、抽样方法和抽样程序等开展抽样工作，不得擅自改动相关规定。 

5.4  不得接受被抽样单位的宴请、礼金、礼品等。 

5.5  应当公平、公正，不得徇私情，不得参与任何影响公正性的活动。 

5.6  不得故意刁难被抽样单位，不得提出任何和抽样无关的任何要求。 

5.7  不得将抽取的样品带回家或者随意存放。 

5.8  不冒用他人名义进行编造抽样单及相关文件。 

6  新人的培养 

6.1  以老带新方式  

6.1.1  刚入职不久的新人，抽样管理人员一般会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让老员工在抽样过程中规范

地指导新员工操作，带教人员应跟进新入职人员的学习状况，定时向抽样管理人员进行工作进度汇

报，使新进人员能够较快上手。 
6.2  让新人学会独立操作 

6.2.2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跟组抽样学习，新入职员工应掌握了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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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熟练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终端系统，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认真的抽取样品；按时

完成抽样任务；且对所抽样品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负责。 

7  工作制定  
7.1  抽样任务前培训 

7.1.1  每次抽样任务实施前都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

全标准、抽样计划、抽样规范等，培训的内容可以让抽样人员快速了解本次抽样任务的要求。 
7.1.2  抽样人员要加强自身学习，在抽样前熟悉产品特性、产品标准和产品类别。并掌握抽样方法、

抽样标准、抽样部位和抽样数量，熟练使用抽样工具。 

7.2  抽样人员技术能力   
7.2.1  抽样人员可以根据培训内容制定合适的抽样方案，方案包括： 

——抽样地点（区域、城市、抽样点（批发市场、便利店、网络第三方交易平台等））； 
——抽样人员（至少两名抽样人员同时到抽样现场，抽样人员抽样时应规范着装且持有效抽样

资质证件）； 
——抽样时间； 
——所抽样品的品种和数量； 
——抽样程序； 
——所抽样品的包装、处理和运输。 

7.2.2  抽样人员应提前准备好抽样所需的执法记录仪、移动终端设备、打印机、保温箱、车载冰箱、

温度记录仪等。 
7.3  抽样任务的接收 

7.3.1  抽样人员任务部署完成时，根据任务所需在样品采集平台下达任务，进入国家食品安全抽样

检验信息系统完成任务下达，进行样品采集。 
7.4  抽样任务的执行 
7.4.1  抽样人员必须会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终端】系统，根据规定填写报送分类，对被抽样单

位的营业执照号、样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生产许可证号进行校验，校验通过后继续完成任务的

填写并提交系统。 
7.5  抽样进度的跟进 

7.5.1  抽样人员在执行抽样任务时，需时刻向管理人员汇报抽样进度。 
8 人员监督 

8.1  抽样管理人员通过样品采集可视化管理平台对抽样人员进行监督，发现抽样人员日常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纠正措施。  
9  定期培训 

9.1  抽样人员需经过上岗培训和考试合格才能进行抽样，采样管理人员对抽样人员的培训不仅是上

岗考核，还需根据检测机构的要求定期给抽样人员进行培训。 
10 结语 

综上所述，食品抽样人员的技术能力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抽样团队的工作效率。本文就人员

的选拔、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等展开论述，说明了食品抽样人员技术能力规范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