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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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食品和盐业检验技术研究院、河南工业大学、郑州大学、郑州中道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焦强、陶健、徐艺伟、屈凌波、孙志远、王小利、秦廷瑞、赵林萍、郭毅、

范钦杰、赵光升、姬建生、黄姗、曲凌玄、杨森楠、李森、何保山、金华丽、付燕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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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快速检测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快速检测的通用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快速检测的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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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B/T 214-2017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GB/T 42233-2022 快速检测 术语与定义

国市监食检规〔2023〕1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使用的意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快速检测

利用快速检测设施设备（包括快速检测车、室、仪、箱等），按照相应的方法或程序，对食品中

某种特定物质或指标的快速定性或定量测定的行为。

3.2　食品快速检测方法

开展食品中某种特定物质或指标的快速检测中使用的标准操作方法。

4　要求

4.1　机构

4.1.1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是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食品快速检测

机构或者其所在的组织应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对其出具的检测数据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经所在法人单位授权。

4.1.2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明确其组织结构及管理、技术运作和支持服务之间的关系，食品快速检测

机构应配备食品快速检测活动所需的人员、场所环境、设备及耗材、标准物质、系统等，并做好计划

满足食品快速检测需要的其它要求。

4.1.3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及其人员从事食品快速检测活动，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客

观独立、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恪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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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维护其公正和诚信的程序。

4.2　人员

4.2.1　食品快速检测人员经培训并考核合格后上岗。

4.2.2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的管理者应制定食品快速检测人员的培训计划和培训目标，应有确定培训需

求和提供人员培训的政策和程序。培训计划应与当前和预期的任务相适应，具体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相关法律法规、快速检测方法及原理，采样、操作规程、质量控制、实验安全等要求，快速检测

设施设备操作、应急事件处置等。管理者应确保食品快速检测操作人员是胜任的且受到监督，尤其是

新进/换岗人员。

4.2.3　食品快速检测人员对所开展的食品快速检测结果负责。

4.3　场所环境

4.3.1　食品快速检测场所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能源、照明和

环境等条件，应有利于检测的正确实施，确保其环境条件不会对所要求的检测活动产生不良影响。

4.3.2　必要时应监测、控制和记录环境条件，主要包括湿度和温度条件、储存样品和试剂的冰箱（冰

柜） 温度条件等，使其适应于相关的技术活动。当环境条件危及到检测结果时，应停止检测。

4.3.3　应将不相容活动的相邻区域进行有效隔离，应采取措施以防止交叉污染，废弃物排放与处理应

符合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

4.3.4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将其从事食品快速检测活动所必需的场所、环境要求制定成文件。

4.4　设施设备

4.4.1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配备满足检测需求（包括采样、物品制备、数据处理与分析）所要求的抽

样、测量和检测设施设备。使用的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软件、食品快速检测用仪器、食品快

速检测用检测卡、试纸条等。

4.4.2　用于检测、采样的设备及其软件应达到要求的准确度，并符合相应检测的规范要求。设施设备

应按使用要求开展质量控制试验。

4.4.3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确保购买的所有影响检测质量的设施设备，只有在经检查、确认符合有关

要求之后才投入使用。

4.4.4　曾经过载或处置不当、给出可疑结果，或已显示出缺陷、超出规定限度的设施设备，均应停止

使用。 这些设施设备应予隔离以防误用，或加贴标签、标记以清晰表明已停用，直至修复并通过校准

或检测表明能正常工作为止。

4.4.5　标准物质（参考物质）可能时，应溯源到 SI测量单位或有证标准物质（参考物质）。只要技

术和经济条件允许，应对内部标准物质（参考物质）进行核查。

4.4.6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有程序来安全处置、运输、存储和使用标准物质（参考物质），以防止污

染或损坏，确保其完整性。

4.4.7　鼓励食品快速检测机构使用符合要求的信息系统管理食品快速检测工作。在食品快速检测信息

管理系统中应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所检测食品的品种和名称、数量、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检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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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人员、检测结果以及所使用的食品快速检测产品的生产单位、型号、批号、被检测单位信息等。

4.5　管理

4.5.1　文件控制

快速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控制其管理体系的内部和外部文件的程序，明确文件的标识、批准、

发布、变更和废止，防止使用无效、作废的文件。

4.5.2　记录控制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记录管理程序，确保每一项快速检测活动技术记录的信息充分，

确保记录的标识、贮存、保护、检索，保留和处置符合要求。

4.5.3　数据信息管理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获得快速检测活动所需的数据和信息，并对其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管理，

且应对计算和数据转移进行系统和适当地检查。当利用计算机或自动化设备对快速检测数据进行采

集、处理、纪录、报告、存储或检索时，检测机构应：

a) 对计算机软件使用前确认其适用性，并进行定期确认、改变或升级后再次确认，应保留确认

记录；

b) 建立和保持数据完整性、正确性和保密性的保护程序；

c) 定期维护计算机和自动设备，保持其功能正常。

4.5.4　样品管理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样品管理程序，以保护样品的完整性并为客户保密。

快速检测机构应有样品的标识系统，并在整个快速检测期间保留该标识。在接收样品时，应记录

样品的异常情况或记录对快速检测方法的偏离。样品在运输，接收、处置、保护、存储、保留、清理

或返回过程中应予以控制和记录。当样品需要存放或养护时，应维护、监控和记录环境条件。

4.5.5　结果有效性

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监控结果有效性的程序。检测机构可采用定期使用标准物质、定

期使用经过检定或校准的具有溯源性的替代仪器、对设备的功能进行检查、运用工作标准与控制图、

使用相同或不同方法进行重复检测、保存样品的再次检测、分析样品不同结果的相关性、对报告数据

进行审核、参加能力验证或机构之间比对、机构内部比对、盲样检测等进行监控。检测机构所有数据

的记录方式应便于发现其发展趋势，若发现偏离预先判据，应采取有效的措施纠正出现的问题，防止

出现错误的结果。质量控制应有适当的方法和计划并加以评价。

5　程序

5.1　计划

5.1.1　食品快速检测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快速检测的食品品种，项目和批次数量等；快速检测的环

节、方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事项。

5.1.2　食品快速检测计划制定中，应考虑包括但不限于加大对风险程度高以及污染水平呈上升趋势

的、流通范围广、消费者投诉举报多的、食品安全监管中发现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的、节日、应季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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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的、缺少产地证明、购货凭证或者合格证等证明文件的、环境污染地区生产的、存在较大质量安

全隐患地区生产的食品快速检测频次。

5.2　采样

5.2.1　采样人员应当详细记录被采样单位（或摊位)、样品类别、名称、数量、采样日期、采样人员

等信息，登记样品编号和标注样品唯一性标识。

5.2.2　快速检测样品的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避免样品污染、变质或混淆，不发生影响检测结论的变

化。

5.2.3　样品前处理应满足样品制样方法、部位、数量及贮存条件等要求。

5.3　检测

5.3.1　食品快速检测应当严格按照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或快检产品说明书要求规范操作，详细记录样品

编号、类别、名称、检测项目、检测日期、检测人员、快检产品信息、检测结果、检测结论等。

5.3.2　开展食品快速检测的环境应避免不同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

5.4　数据处理

5.4.1　检测人员对检测方法中的计算公式应正确理解，保证检测数据的计算和转换的准确性，计算结

果应进行复核或审核。

5.4.2　检测所出的结果应严格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5.4.3　使用计算机或自动化设备进行检测数据的采集、处理、记录、结果打印、储存和检索时：

a) 应保证在数据的采集、转换、输入、传岀、储存等过程中，数据完整不丢失；

b) 采用有效措施，防止非法访问、越权使用和随意修改；

c) 保障计算机应用的各级授权正常有效。

5.5　检测报告

5.5.1　食品快速检测报告应有一种或几种规范格式，内容应包括必需的全部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信息：

a) 醒目的标题，如“快速检测结果报告”；

b) 检测单位、送样单位或被采样单位名称；

c) 送样单位或被采样单位负责人信息、被采样单位详细地址；

d) 采样时间、检测时间或报告时间；

e) 样品名称、唯一性受理编号、如需要可详细备注的样品其他描述；

f) 检测项目、检测结果；

g) 检测单位盖章或负责人签字；

h) 类似“检测结果仅对本次采样样品或送检样品负责”的声明；

i) 本单一式二联，第一联存档，第二联根据要求发布,附录 A表 A.1仅供参考。

5.5.2　食品快速检测报告有误应及时提出，按照程序进行更改。

5.6　检测后的样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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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快速检测后的样品应依法依规进行无害化处置，必要时开展结果验证工作。
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表 A.1食品快速检测通用技术规范快检结果报告表格样式

快速检测结果报告单

检测单位

被采样单位（送样单

位）
详细地址

被采样单位（送样单

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检测结果

编号 样品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

结果

结果

判定
采样时间 检测时间 备注

检测意见：

检测单位（盖章）

备注：

检测人员：                  

注：本单一式二联，第一联存档，第二联根据要求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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