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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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检测研究院、宁夏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广东中检达元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明、蒋媛、马雪梅、李瑞雪、吴秀玲、崔安良、陈惠娟、王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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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含农产品）快速检测实验室（以下简称“快检室”）的基础要求、管理要求、

人员要求、仪器设备要求、快速检测产品要求、环境要求和质量控制。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食品（含食用农产品）中农兽药残留、非法添加、真菌毒素、食品添加剂、污染

物质等检测的市场监管部门设立的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和食品（含农产品）批发市场、零售市场等市场

开办方的自建快速检测实验室。其他环节、场所、部门的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建设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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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GB/T 27404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食品理化检测

GB/T 31016 移动实验室 样品采集与处理通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快速检测实验室 rapid testing laboratories

利用快速检测产品（包括检测仪、检测箱、试剂、试纸等），按照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或快速

检测产品说明书，对食品（含食用农产品）中特定物质或指标开展快速定性或半定量检测的实验室（以

下简称“快检室”）。

4 管理要求

4.1 管理体系

4.1.1 快检室应建立、实施和保持与其活动范围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应将其政策、制度、计划、程序

和指导书制定成文件，并传达至所有相关人员，保证他们充分理解、获取和执行这些文件。

4.1.2 应编制标准化管理体系文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质量手册

b) 程序文件

c) 作业指导书

d) 记录表格

e) 标准、规范

4.1.3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管理体系内审，每 12 个月至少组织一次管理评审。对评审中发现的问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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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确保体系持续有效。

4.2 管理制度

4.2.1 应建立严格的快检室管理制度并上墙，明确责任和要去。

4.2.2 管理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制度：

f) 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

g) 快检室安全管理制度

h) 快检室样品管理制度

i) 抽样检测的管理制度

j) 快检室工作流程

k) 快检室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4.3 档案管理

4.3.1 档案包括管理体系文件、质量记录、技术记录、仪器设备档案、工作人员档案、标准物质与试

剂档案、检测结果报告单、不合格记录等。

4.3.2 仪器档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仪器名称、型号、仪器编号、生产厂家、购进日期、仪器说明书、

检定/校准记录、仪器使用记录、合格证等。

4.3.3 试剂档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批号、购进日期、验收报告等。

4.3.4 应有专人管理。

4.3.5 应分类管理、定期立卷、归档。

4.3.6 应有防止档案损坏、变质和丢失的措施。

4.3.7 原始记录、检验结果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管理体系文件、工作人员和仪器设备档案长期

保存，其他文件根据需要制定保存年限。

5 人员要求

5.1 快检室应按实际要求配备包括管理人员、执行人员、监督人员的各类人员。这些人员应具有同工

作任务相适应的工作能力、经验和技能。

5.2 快检人员应对检测工作的公正性、保密性负责。

5.3 快检人员应取得上岗资格，并定期接受培训和考核。

5.4 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快检相关法律法规培训、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方法标准、快检室仪器设

备操作培训、快检室管理培训、快件方法技能培训、应急事件处置培训等。

5.5 快检室应制定各岗位人员任职资格和岗位职责的工作描述。应确保所有操作检测设备、从事检测

以及评价检测结果人员的能力。

6 仪器设备要求

6.1 仪器设备的配置

6.1.1 根据快检室检测样品和检测项目的需要，按照检测方法的要求，配备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和器具。

6.1.2 仪器设备的配置应满足量程匹配，并能达到测试所需要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6.2 仪器设备检定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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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对测试或取样结果的准确性或有效性有重要影响的测量设备，包括辅助测量设备，在投入使用

前应进行检定（校准），保证测试结果的量值溯源性和可靠性。未经检定（校准）合格的仪器不得使用。

6.2.2 快检室应制定仪器设备检定（校准）计划，按时进行检定（校准）。

6.2.3 新设备到货后，应及时进行调试和验收，确认技术参数达到要求方可接收。

6.2.4 根据仪器的性能情况，加贴仪器状态标志。

6.3 设备使用和维护

6.3.1 快检室应建立仪器设备台账一览表，与仪器设备的原资料一起归档保存。及时更新，保持账物

相符。

6.3.2 设备发生故障或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做好标识以免误用，并进行维修做好记录。

6.3.3 快检所需关键设备应根据使用频次及特点制定维护计划。

7 快速检测产品要求

7.1 应在国家、省、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已评价符合要求快检产品的目录中选购产品。如

评价目录中没有检测项目的快检产品应按照要求自行评价，评价通过方可使用。

7.2 快检实施机构采购快检产品时，应对快检产品一般性指标和技术性指标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再

投入使用。

7.3 快速检测产品应按照说明书的储存要求存放于专门的试剂存放柜，由专人负责保管，并做好领用

登记，保证快检产品管理的可追溯性。

7.4 快检产品应按照说明书的储存要求存放，做好温湿度控制，并保存相关记录。

8 环境要求

8.1 快检室的环境条件应适合检测活动进行，不应对检测结果准确性造成不利影响。快检室应确保其

环境条件不会使结果无效，或对其所要求的测量质量产生不良影响。对影响检测结果的设施和环境条件

的技术要求应制定成文件。

8.2 快检室温度宜控制在 18～28℃范围内，在环境有温湿度要求的区域应进行温湿度记录。

8.3 检测过程中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或刺激性气味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在通风柜中或万向罩下操

作，确保检测人员的人身安全。

8.4 当发现环境条件危机到检测结果时，应立即停止检测。

8.5 快检室根据实际使用面积大小，合理划分相应区域，应具有明显标识加以识别。快检室可划分为

接样区、前处理区、分析测试区、数据处理区、试剂存放区。

8.5.1 前处理区：用于样品制备、称量、前处理，操作台（带试剂柜、壁柜）长度不小于 1500mm，高

度 800mm，宽度 750mm，防腐蚀台面。

8.5.2 分析测试区：具备满足检测需要的工作台及快检设备，需安装足够数量和载荷的电源插座。

8.5.3 试剂存放区：应具备满足试剂存储要求的相关条件（如冰箱、试剂柜等）。

9 抽样及制样

9.1 为了使抽取的样品具有代表性，且真实完整，应制定合理的随机抽样方案，明确抽样地点、抽样

人员、抽样数量、封样、记录、取送方式等各项质量要求或严格按检验规程规定进行抽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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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为了保证样品的完好，不污染、不损坏、不变质，符合检测技术要求，应编制样品的交接、保管、

使用、处置的质量控制措施。需要制备试样时，还应制定制备程序和方法，对制样的工具、模具等也应

进行质量控制。

9.3 抽样具体要求

9.3.1 抽样工作现场原则不得少于 2 名具有上岗资格的人员，若情况需要，可让市场方人员陪同协作；

抽样人员应熟悉业务，对抽样的公正性、样品的代表性、完整性、唯一性负责。

9.3.2 严格按抽样相关要求进行抽样，不得提前通知被抽样单位。抽样人员应从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

样品，不得由被抽样单位人员自行取样。

9.3.3 抽样数量固体样品不得少于 50g（如枸杞、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米面制品、豆制品等），

液体样品不得少于 50mL（如葡萄酒、牛奶、食用油、食醋、饮料等），原则上应满足快检检测和复测

备份样品的要求，采集样品分为快检样品和复测备份样品。

9.3.4 抽取的样品应分别单独用样品袋装好，密封样品袋。编写对应唯一的样品编号，并将编号标记

样品袋明显位置，防止发生错漏和交叉污染。

9.3.5 抽样人员应在抽样现场填写样品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样品编号、名称、抽样日期、抽样

地点。抽样人员和被抽样单位经办人应分别在抽样单上签名确认。必要时，可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记

录抽样过程。

9.4 制样具体要求（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粮油制品、豆制品、食醋、饮料

等）

9.4.1 制样前，收样人应认真检查样品的包装盒状态，确认样品是否符合检测要求。若样品已经变质

或样品数量不能满足检测需求时，应通知重新抽样，并做好相关记录。将样品分为检测用和留样用样品，

分别处理和保存。

9.4.2 样品制备应使用洁净的制样工具。制成的样品应存放在洁净容器中，置于规定温度环境中保存。

9.4.3 根据不同检测方法规范制样。

10 检测及结果记录

10.1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实验室推荐性快速检测项目见附录 A。

10.2 接收样品后应尽快开展试验，实时记录测试情况及结果，保证记录的原始性、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溯源性。

10.3 原始记录应至少包括被抽样单位、样品名称、样品唯一性编号、检测日期、检测项目、检测结果、

结果判定、检测人员签名、审核人员签名、经营者签名等内容。原始记录及原始报告见附录 B。

10.4 通过快检仪器生成的检测结果，应打印后作为原始记录存档。对无法作为原始记录长期保存的检

测结果（如胶体金卡、检测条等），应标识后通过拍照方式电子存档。

10.5 档初检结果为阳性或接近临界值或可疑、测试过程出现异常可能影响测试结果时应按规定进行复

测。

11 异常样品处理

快速检测结果检出阳性样品并经确认无误后，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跟进监督检查或实验室检验，

防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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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质量控制

12.1 内部质量控制

快检室应采取适应的内部质量控制措施，以监控检测的有效性，明确内部质量控制的内容、方式和

要求。计划应尽可能覆盖所开展的常规检测项目和全体检测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质控样品检

测、方法比对、人员比对等手段，以保障快检室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12.2 第三方监督

第三方监督管理是指由有工作经验和技术水平的第三方或技术组织，对快检实施机构及其检测人员

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测质量考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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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推荐性食品快速检测项目表

A.1 根据建设目的，推荐相应的食品快速检测项目，具体检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见表 A.1 至表 A.3。

表 A.1 自治区重点发展的特色食品推荐性快速检测项目

产品类别 检测项目

葡萄酒
二氧化硫、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多菌灵、吡虫啉、阿维菌素、氯氰菊酯、山梨酸钾、酒精

度

枸杞 二氧化硫、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多菌灵、吡虫啉、啶虫脒、阿维菌素、氯氰菊酯

牛奶
β-内酰胺类药物、喹诺酮类、磺胺类、甲硝唑、头孢氨苄、三聚氰胺、黄曲霉毒素M1、菌落总数、大

肠菌群、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肉牛 氯霉素、孔雀石绿、喹诺酮类、硝基呋喃类、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滩羊 氯霉素、孔雀石绿、喹诺酮类、硝基呋喃类、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冷凉蔬菜 敌百虫、丙溴磷、灭多威、克百威、敌敌畏

表 A.2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快检室推荐性食品快速检测项目

检测样本 项目类别 检测项目

蔬菜瓜果等 农药残留 敌百虫、丙溴磷、灭多威、克百威、敌敌畏等

畜禽肉、水产品及其副产品

等
兽药残留

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氯霉素、孔雀石绿、喹诺酮类、硝

基呋喃类等

乳制品等 真菌毒素 黄曲霉毒素B1、黄曲霉毒素M1、玉米赤霉烯酮、呕吐毒素等

豆制品、乳制品等 违禁添加物 三聚氰胺、硼酸、甲醛、苏丹红I、罗丹明B、吗啡、可待因、甲醇等

食用油、肉及肉制品 污染物 苯并吡、亚硝酸盐等

食用油 油脂酸败 酸价、过氧化值等

猪、牛羊肉 注水肉 猪牛羊肉的水分含量等

葡萄酒、枸杞等 食品添加剂 二氧化硫

表 A.3 农贸市场、商超推荐性食品快速检测项目

检测样本 项目类别 检测项目

蔬菜瓜果等 农药残留 敌百虫、丙溴磷、灭多威、克百威、敌敌畏等

畜禽肉、水产品及其副产品

等
兽药残留

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氯霉素、孔雀石绿、喹诺酮类、硝

基呋喃类等

乳制品等 真菌毒素 黄曲霉毒素B1、黄曲霉毒素M1、玉米赤霉烯酮、呕吐毒素等

豆制品、乳制品等 违禁添加物 三聚氰胺、硼酸、甲醛、苏丹红I、罗丹明B、吗啡、可待因、甲醇等

猪、牛羊肉 注水肉 猪牛羊肉的水分含量等

葡萄酒、枸杞等 食品添加剂 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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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食品快速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表格样式

表 B.1 食品快速检测原始记录

检验时间 年 月 日 检验环境 温度： ℃ 湿度： %

使用仪器 仪器编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序号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称样量 检验结果 结论

备注

检验人： 校对人：

（快检原始记录粘贴处）



DB XX/T XXXX—XXXX

8

表 B.2 食品快速检测报告

受检单位： 抽样地点：

快速检测机构： 抽样时间：

检测地点： 检测时间：

样品状态：□固体 □液体 □半固态 包装：□预包装 □散装 □裸装

序号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抽样批量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检出限
判定结果（阳

性/阴性）

检测人： 审核人： 批准人：

（快速检测机构公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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