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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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监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临汾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山西省标准计量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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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样品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样品管理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样品接收与标识、样品制备、

样品传递、样品保存、样品处置、记录保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样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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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7404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食品理化检测 

GB/T 30891 水产品抽样规范 

NY/T 3304  农产品检测样品管理技术规范 

SN/T 3509  实验室样品管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食品检验检测机构 

依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开展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为检测对

象的检验检测机构。 

 

样品 

取自某一批次产品中一个或多个部分用于检验或检测的食品，包括检验样品和备份样品。 

4 总体要求 

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应对样品的接收与标识、制备、传递、保存和处置等过程予以控制和记录。 

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样品的接收与标识、制备、传递、保存和处置工作，相关人员

应经培训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在整个样品传递、保存过程中，应保证样品的性状符合检测要求。 

5 样品接收与标识 

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应设置独立场所进行样品接收，宜配备样品称量设备及暂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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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接收人员应核对样品的包装和状态，确认样品适宜检测。 

检验检测委托书应包含以下信息（但不限于）： 

—— 样品的名称、数量、规格型号、等级、样品状态、生产日期、保质期及保存条件； 

—— 执行标准、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判定规则； 

—— 接样日期、约定完成时间、委托人、委托单位、联系电话； 

—— 分包（如需分包时，并经客户同意）； 

—— 备份样品处置； 

—— 样品的异常情况或对检验检测方法的偏离； 

—— 不确定度（客户有要求时）。 

接收委托检验样品时，样品接收人员应核对以下信息（但不限于）： 

—— 检验检测委托书内容填写是否完整且规范； 

—— 样品信息是否与检验检测委托书填写内容一致； 

—— 样品的数量是否满足检测项目和备份样品的要求，特殊情况（如样品量不足等）应在检验检

测委托书上说明； 

核对若发现异常，应与委托人及时沟通并形成书面处理记录；客户有特殊要求，应报请技术负责人

（技术主管）进行合同评审。 

接收食品安全抽检样品时，样品接收人员应核对样品与抽样文书信息。应核对以下信息（但不限

于）： 

—— 包装和封条的完好性； 

—— 产品外观的完好性及与检验有关的相关信息； 

—— 样品数量与抽样文书的符合性； 

—— 检验所需技术资料的有效性、完整性； 

—— 运输条件是否满足样品的完好和稳定。 

对抽样文书信息不完整、不规范且无法补正的样品应拒绝接收，并书面说明理由，及时向组织或

者实施抽样检验的相关部门报告。 

样品接收人员拒绝接收样品的情况参照 SN/T 3509中规定执行。 

样品核对完成后，应加贴样品标识。样品标识的设计和使用应确保在样品传递过程中保持清晰、

完整。样品标识包含以下信息（但不限于）： 

—— 样品名称； 

—— 唯一性编号（样品编号）； 

—— 样品状态（待检、在检、检毕、备份）。 

对外委托的样品（如分包、实验室间比对）应做好唯一性编号。 

6 样品制备 

场所要求 

6.1.1 样品制备应在独立场所进行，相互有影响的样品制备场所应采取有效隔离；应具有清洗制样设

备和器具的设施。 

6.1.2 制备过程中产生粉尘的制样场所，应配有通风设施。 

6.1.3 制备过程对环境温湿度有要求的制样场所，应配备温度、湿度控制设施及监控设备。 

6.1.4 微生物检验样品制备场所的温度、湿度、洁净度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设施设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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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应具有必备的制样设施、设备及器具，设备与器具应适用、清洁，易清理，不应对样品造成污

染。应根据检测项目要求选用适宜的制样设备，设备的材质不应影响检测结果。 

6.2.2 农兽药残留检测样品制备宜使用不锈钢刀具、不锈钢食品加工机、聚乙烯塑料食品加工机、不

锈钢砧板或白色聚乙烯砧板，不应使用木砧板。重金属等元素检测样品制备宜使用陶瓷、玛瑙等材质的

制样设备和尼龙筛；铝元素检测样品制备不应使用含铝设备及器具；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检测样

品制备，应使用非塑料材质设备及器具。 

6.2.3 粉状、粒状干样宜选用粉碎机、研磨器或研磨钵；新鲜样品宜选用匀浆机、破壁机。 

样品制备要求 

6.3.1 样品制备过程中取样数量应满足检测方法标准的要求。 

6.3.2 样品制备过程中应保证样品不被污染。每个样品制备后，应对制样设备及器具进行清洁，防止

交叉污染。 

6.3.3 样品制备过程中应保证检测样品的均匀性和代表性。 

6.3.4 样品制备应按相应检测方法标准规定执行，若无具体规定时，参照 GB/T 27404、GB/T 30891、

NY/T 3304规定执行。 

6.3.5 对于性状易变、待测组分不稳定、检测时间有特殊要求的样品应及时安排制样人员制备。 

6.3.6 制备好的样品应选用适宜的容器盛装，容器材质不应影响检测结果；新鲜匀浆试样不宜使用塑

料袋盛放，且不宜装满。鲜样、待测组分不稳定等需冷冻保存的样品，应分装多个包装保存，避免检测

过程中反复冻融。 

6.3.7 制备好的样品应加贴唯一性标识，标识信息同 5.6。食用农产品还需标注样品性状（试样、留

样、备样）。 

6.3.8 样品制备应有记录，记录应包含唯一性编号、样品名称、样品数量、制备人、制备依据、制备

过程、制备日期等信息。 

6.3.9 制备好的样品应及时传递至检验检测部门。 

7 样品传递 

样品接收人员将粘贴好标识的样品进行分类管理，备份样品按照保存条件存入相应样品室；检验

样品需制备的传递至样品制备环节，无需制备的样品传递至相应检验检测部门，并做好交接记录。 

样品管理员应及时将制备好的样品传递给检验检测部门，检测人员核对、检查样品状态并作好交

接记录，不满足检测要求的，应重新制备。 

检测样品应置于规定温度环境中保存，确保在检测过程中不发生变质和损坏。 

由多个检测人员共同使用的样品，检测人员在准备、取样、检测过程中应注意对样品保护，取样

完成后应保持密闭状态并按规定传递。 

有分包项目的样品在传递过程中应保持样品和标识的完好性并做好检查和记录，应有双方交接凭

证。 

8 样品保存 

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应设置独立样品室保存样品，备份样品应在业务受理部门保存，检验检测样品

宜在检验检测部门保存。 

样品室环境应干燥（相对湿度≤60%RH）、清洁、整齐、安全、无腐蚀；应有防蝇、防鼠、防火、

防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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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室应根据样品的特性配备空调、除湿机、温度、湿度控制等设施及监控设备。 

样品室应配备样品柜（架）、冰箱、冰柜、冷库等贮存设施设备。 

样品保存应保证样品的安全性及完整性；不同状态的样品应分区存放，标识清晰，记录和实物一

致。 

样品保存温度条件，应根据食品特性或标签规定保存条件按照冷冻、冷藏、常温区分保存，推荐

保存温度： 

—— 冷冻产品：-18℃及以下； 

—— 冷藏产品：2℃～8℃； 

—— 常温产品：避免阳光直射，保持阴凉干燥。 

样品管理员应定期检查并记录样品的保存条件。 

委托检验备份样品的保存期按照检验检测委托书上约定执行。 

食品安全抽检备份样品的保存期： 

—— 检验结论合格的样品，应自检验结论做出之日起 3个月，备份样品剩余保质期不足 3个月

的，应保存至保质期结束； 

—— 检验结论不合格的样品，应自检验结论做出之日起 6个月，备份样品剩余保质期不足 6个月

的，应保存至保质期结束。 

9 样品处置 

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食品样品处置程序及台账，准确、完整记录样品处置工作流程。 

检验检测过程剩余被污染的样品按照城市垃圾处理原则处置。 

委托检验样品按照检验检测委托书上约定执行，约定退还样品的，检验检测报告复议期满后通知

委托人自取；约定不退还样品的，参照 9.4和 9.5规定进行处置。 

检验结论合格的备份样品宜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处置： 

—— 捐赠，样品剩余保质期在 3个月以上且保存状态良好，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应按照有

关规定将样品捐赠给福利机构，救助机构等社会组织，并签订捐赠协议，做好资料记录工

作。捐赠的样品应加贴特殊标签标识； 

—— 拍卖，在保质期限内且价值较高的样品，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拍

卖。检验检测机构对拟拍卖样品的品种、保质期、包装外观等情况进行核验，组织专家对拟

拍卖样品进行评估，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拍卖单位实施； 

—— 科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样品，经检验检测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应用于本单位科

学实验或质量控制使用，检验检测人员对样品品种、数量、项目名称等内容做好详细记录。 

—— 销毁，不宜采取捐赠、拍卖、科学研究处置方式的样品，应按规定进行销毁。 

检验结论不合格的备份样品宜采用科学研究和销毁方式处置。 

10 记录保存 

样品管理全过程控制记录应存档保存。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 6年。 

记录的保存应有文件化规定，保存场所环境应适宜，应有防火、防水、防霉、防虫、防盗措施。 

电子方式储存的记录应有保护和备份措施，记录的修改应符合规定程序。 

超过保存期的记录需要销毁时，应经过审查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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