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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规范文件（CNAS-CL01-A016:202X 与

CNAS-CL01-A016:2018）修订内容差异对照表 

 

序

号 

CNAS-CL01-A016:2018 (修订前) CNAS-CL01-A016:202X (修订后) 备注  

条款号 内容 条款号 内容 说明 

 题目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

可准则在感官检验领域的

应用说明 

题目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

可准则在感官检测领域的

应用说明 

内 容

变更 

2  

  

1  

  

感官领域涉及食品和其他

物质的感官检验，但本文件

主要适用于食品的感官检

验，其他的可参照本应用说

明。食品感官检验方法包括

差别检验方法、标度和类别

检验方法、描述性分析方

法、消费者接受性与偏爱测

试方法，如茶叶等级的鉴

别、茶叶产地的鉴别、白酒

香型的鉴别等，本附录 A 列

举了中国和食品感官检验

相关的一些标准。 

注 1：只涉及食品本身固有

的特性，不涉及差别检验

的，不适用本文件，如产品

标准中 “呈乳白色或微黄

色，具有乳固有的香味，无

异味”等。 

注 2：主观检验仅仅由一个

人完成的，不适用本文件。 

1  

  

本文件适用于 CNAS 对产

品进行感官检测的实验室

认可活动。适用于采用分析

型感官评价技术以及能产

出符合准则要求数据质量

受控的产品感官喜好与偏

爱测试的情感型感官评价

技术。 

针对产品感官指标，未采用

分析型感官评价技术方法

进行的感官检测，不适用本

文件。 

内 容

变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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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04 感官分析 建

立感官特性参比样的一般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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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 

 4 
 

  3  

术语和定义 

CNAS-CL01 界定的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221 界定的以及下

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3.1 感 官 分 析  sensory 

analysis、感官检测 /测试 

sensory test 

用感觉器官评价产品感官

特性的科学，用于唤起、测

量、分析和解释通过视觉、

嗅觉、触觉、味觉和听觉而

感知到的食品及其他物质

特征或性质。 

[来源：GB/T 10221，有修

改] 

3.2 分 析 型 感 官 评 价

analytic sensory evaluation 

感官分析中的客观测量技

术。指由感官评价员/小组对

产品的感官特性进行定性

或定量的客观测量，包括差

别检验、标度和类别检验、

描述性分析等三大类技术

方法。 

3.3 情 感 型 感 官 评 价

affective sensory evaluation 

感官分析中“主观”(消费

者情感)测量技术。指对某

种产品或者产品概念或者

产品的某种感官特性消费

者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

为倾向所进行的测试。包括

中心小组法和模糊前端法

等定性方法，以及接受性测

试、偏爱测试和属性诊断等

定量方法。 

内 容

新增 

 5 
  

4 通用要求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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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5 b） 

感官检验的全过程从样品

制备到检验后废弃物处理

都应设置相应的岗位，并规

定其职责。 

必要时，实验室应有统计分

析人员 

5.5 b） 

实验室应设置参与感官检

测全过程（从样品制备到检

验后废弃物处理的）涉及的

岗位，并规定其职责。必要

时，实验室应设置统计分析

人员岗位，并规定其职责、

权限及与其他岗位间的相

互关系。 

应以书面工作说明的形式

明确感官分析师/小组组长

的职责。 

注：感官评价小组组长也称

为感官分析师、小组组长。 

内 容

变更 

 7     6.2.2 

实验室应规定参与感官检

测的所有人员的能力要求，

包括对教育、资格、培训、

技术知识、技能和经验的要

求。对于感官分析师/评价小

组组长，还应关注其学历、

经历以及所参加的内外部

培训等。 

内 容

新增 

 8 6.2.2a) 

感官检验实验室管理人员

应具有产品科学（如食品科

学）、心理学或其它相关学

科（如化学、工程学以及生

物学）的专业背景；感官检

验员应具有相关知识背景

及技能（如接受过基本的化

学实验室安全培训，掌握正

确准备溶液的实验方法

等）；特殊领域的感官检验

员应有相应的资质。 

6.2.2a) 

感官评价人员应具有相关

知识背景及技能（如掌握品

评方法和流程，具有良好的

语言表述能力等）；特殊领

域的感官评价人员应有相

应的资质。 

内 容

变更 

 9 b） 

如人员健康问题影响到检

验结果，实验室应明确规定

要求。 

6.2.2 

b） 

如感官评价员健康问题影

响到检测结果，实验室应明

确规定要求。 

内 容

变更 

 

10 
    6.2.3 

实验室应确保与感官检测

相关人员的能力。选用感官

评价员时，应考虑到有视

觉、嗅觉、触觉等感知障碍

的人员，不能执行相关项目

的评价。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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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6.2.3.1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

需具备相关资格并至少拥

有 2 年相关感官分析工作

经验；宜接受过感官科学的

高校教育，或接受过感官分

析和统计分析方面的教育，

并对感官检测目标产品的

感官特性有广泛的了解。 

内 容

新增 

 

12 
    6.2.5 

实验室应建立感官评价人

员的招募、筛选、培训、考

核等的规定，确保评价员能

够产生可靠的结果。感官评

价员的选择和培训应由经

验丰富的感官分析师/评价

小组组长负责。 

内 容

新增 

 

13 
    6.2.5b） 

应建立感官评价员的选择

程序以确保能够筛选出具

有最佳敏感性、辨别能力和

记忆力的人。 

内 容

新增 

 

14 
    6.2.5c） 

实验室应保存所有参与感

官测试人员的岗位、职责和

培训要求的记录。 

应对感官评价员进行如何

使用感官、熟悉测试程序、

外部影响因素(如食物和香

水)，以及可能涉及的产品

类型、确认执行测试程序的

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并尽可

能使用重复性、再现性、正

确性和辨别力等客观指标

来评估培训效果。 

   实验室应保存所有感官

评价员接受培训的最新记

录。如果某种方法或技术不

经常使用，需考虑定期对感

官评价员再培训。在每种方

法中，都应确定关键时间间

隔并加以记录。 

   对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

组长还应进行专门培训，培

训内容宜涵盖预期的感官

检测领域，至少包括： 

1) 检测程序的选择、实验

设计与分析；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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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品的准备和检测的实

施； 

3) 检测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统计评价的知识）； 

4) 检测结果的报告； 

5) 检测记录的维护(保存、

格式修订等)； 

6) 感官检测所必要的资源

配置和服务的维护； 

7) 感官评价员的选择、培

训、能力维持和管理的程

序； 

8) 感官评价员健康和安全

的管理。 

15    

6.2.5 d）实验室应定期对感

官检验员的表现进行评价

和监督。 

  
 

内 容

调 整

到

6.2.5f

) 

 

16 
      

6.2.5e）感官分析师/评价小

组组长应由管理层授权，并

应保存其授权的记录。 

内 容

新增 

 

17 
      

6.2.5f）实验室应定期对感

官评价人员进行监控。定期

评价被授权人员的持续能

力。评价记录和授权记录应

予以保存。对规定时期内

（通常 6 个月以上）未参加

感官检测的人员以及检测

结果超出可接受水平的人

员应开展再培训，重新进行

能力评价确认合格后再进

行感官检测。必要时，应执

行再培训的程序。 

应对感官评价员的监控结

果进行监测，以分析任何疲

劳效应并采取措施。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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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3.1  

6.3.1 实验室的设计应保证

感官检验在已知和最小干

扰的可控条件下进行，并减

少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对

评价员判断的影响。 

感官检验应在安静的区域，

具有独立的评价间，备有可

控照明和通风系统。检验区

墙壁和内部设施的颜色应

为中性色、表面无味。 

如特殊领域有明确规定的，

境设施应符合相应标准的

要求，如为了屏蔽样品色泽

的影响，感官实验室配备有

色光。 

6.3.1  

实验室的设计应保证感官

检测活动在最小干扰的可

控条件下进行，从而减少环

境、生理和心理因素等对感

官检测的影响。 

实验室应配置感官检测区，

备有可控照明、温度调节和

通风系统。检测区墙壁和内

部设施的颜色应为中性色、

表面无味。 

如特殊领域有明确规定的，

环境设施应符合相应标准

的要求，如为了屏蔽样品色

泽的影响，感官实验室配备

有色光源。 

内 容

变更 

  

 

19 
6.3.3  

对有温、湿度要求的区域应

进行有效的监控。 
6.3.3  

6.3.3 对检测环境条件 (如

温、湿度)有要求的区域应

进行有效地监控并记录。 

内 容

变更 

  

 

20 
6.3.4 c） 

样品制备区和检验区应隔

开，以减少气味和噪声等干

扰，但检验区宜紧邻样品制

备区，以便于提供样品。不

允许感官检验员进入样品

制备区，避免对检验结果带

来偏差。如果样品制备区域

不在检验区域附近，要注意

样品的传输，并保持样品原

有的特性。 

6.3.4 

c） 

样品制备区和检测区应有

效隔开，以减少气味和噪声

等干扰，检测区宜紧邻样品

制备区，以便于样品提供。

不允许感官评价人员进入

样品制备区，以避免对检测

结果带来偏差。如果样品制

备区不在检测区域附近，要

注意样品的传送方式，以保

持样品原有的特性，且不影

响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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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4.1 

  

  

  

感官检验实验室一般应包

括下列设备： 

a) 样品制备和储藏设备（如

烤箱、炉、微波炉、冰箱、

冷藏柜、冰柜、食品加工机、

刀、切割装置）。 

b) 称量或测量设备（如温

度计、计时器、天平、烧瓶，

保持样品特定温度的装置

等）。 

c) 样品提供设备（如品评

杯、盘等）。 

d) 计算机。 

6.4.1.1  

  

  

  

实验室应配备满足检测工

作要求的设备，设备应为感

官检测专用。可选用不锈钢

或合适的塑料制品等。常见

的设备如: 

a) 样品制备和储藏设备（如

烤箱、微波炉、电磁炉等加

热设备，冰箱、冰柜等冷藏

设备，以及用于样品切分和

简单加工的设备或装置

等）； 

b) 称量或测量设备（如温

度计、计时器、天平、烧杯、

烧瓶，样品恒温装置等）； 

c) 样品提供设备（如品评

杯、盘等）。 

  

内 容

变更 

  

  

 

22 
  

e）培训感官检验员、监督

实验室能力、方法验证、方

法比对时应使用适当的标

准物质（包括有证标准物

质、感官特性参比样等）；

对于许多检验类型，培训使

用的是在实验室内用已知

纯度和组成的化学物质制

备的标准物质；在其他情况

下，可以使用代表性食物或

其他材料。 

    

内 容

调 整

为 条

款

6.4.1.

2 

 

23 
    6.4.1.2 

应配备用于培训感官评价

人员、监控实验室能力、方

法验证、方法比对时使用的

标准物质/样品（包括有证标

准物质、感官特性参比样、

感官质量对照样等）。参比

样 的 建 立 可 参 考 GB/T 

29604。 

    标准物质/样品应明确

标识。标识应包括保质期、

储存条件、适用性和使用限

制等相关信息。应以适当的

标识表明标准物质/样品名

称、浓度、制备日期、有效

期、制备人等溯源信息。标

准物质的制备及储存应能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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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污染。 

 

24 
6.4.3  

当使用记号笔对样品容器

编号时应避免留下强烈的

气味。 

    

调 整

到

7.4.1 

a) 样

品 

 

25 
6.4.6  

对检验结果有显著影响的

设备应定期进行校准，同时

应确保使用的仪器设备和

器皿对检验结果不会造成

影响。 

6.4.6  

对检测结果有显著影响的

设备应定期进行检定/校准，

同时应确保使用的仪器设

备和器皿对检测结果不会

造成影响。 

内 容

变更 

 

26  
  6.5 

如有可能，应针对每一种感

官特性建立适合的参比样，

用于评价员培训效果评价

及能力监控，以及感官分析

方法的质量控制。由感官分

析师/评价小组组长来选择

内部参比样。 

实验室应建立内部参比样

制备的文件化的程序以及

参比样的验收标准，并记录

参比样符合这些标准的情

况。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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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7.2.1.1 

  

  

  

  

  

实验室应制定程序以确定

适当的检验方法和分析策

略。该程序应规定检验实施

流程，流程中的每一个步

骤，明确每一步骤中所涉及

的人员及其承担责任。 

感官检验方法中还应包括： 

a) 样品的制备和提供； 

b) 感官检验评价小组的构

成 

c) 特殊的环境条件和设施 

d) 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 

应注意实验设计、样品的平

衡提供；同时还应考虑到感

官检验员的疲劳、评价轮次

间的疲劳等因素和感官检

验员的舒适情况对检验结

果的影响；需要时，应允许

测试之间有足够的时间间

隔。 

感官检验员的安全是十分

重要的，在方法中应优先考

虑。 

7.2.1.1 

  

  

  

  

  

  

  

实验室应制定程序以确定

适当的检测方法和分析策

略。该程序应规定检测实施

流程，检测实施步骤，以及

每一步骤中所涉及的人员

及其承担的任务及责任。应

注意实验设计、样品的平衡

提供；检测时应考虑到感官

疲劳对检测结果的影响。针

对不同样品，不同检测轮次

之间设置足够的时间间隔。  

感官检验方法中还应包括： 

a) 样品的制备和提供； 

b) 感官检验评价小组的构

成； 

c) 特殊的环境条件和设施； 

d) 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 

 

内 容

变更 

 

28 
    7.2.1.4 

 感官分析方法选用应尽可

能选用标准方法进行感官

检测,并优先考虑感官评价

人员的安全。 

内 容

新增 

 

29 
    7.2.1.5  

标准方法在引入检测之前，

实验室应验证能够正确地

运用这些方法。在进行方法

验证时，应重点关注实验设

计。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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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7.2.2.1 

当方法不适用于感官分析

时，可使用实验室开发的方

法，应进行确认并记录。 

感官测试方法至少应包括

以下方面： 

a) 感官特性及其定义； 

b) 感官特性的评价顺序； 

c) 样品制备、温度和湿度等

提供条件的说明； 

d) 向感官评价员提供样品

的顺序（最大限度地减少生

理和心理偏差）； 

e) 测试轮次的管理（通常一

个轮次测试一个系列的样

品），样品和测试间的时间

间隔，以及每天测试的最大

样本数； 

f) 每个轮次所需的感官评

价员的最低人数要求（建议

至少为 8）； 

g)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如温

湿度、光线)； 

h) 设备和材料 (如玻璃器

皿、加热器、用于消除前一

个样品对后续样品影响的

产品)； 

i) 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 

j) 测试报告中应包含的结

果和其他信息(如符合性声

明)。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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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3 

需要对实验室开发的非标

方法进行确认，以证明适用

于预期用途或应用领域的

需要。在进行确认时，应将

小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

估，并至少确定需要感官评

价员的最少数量。应确认小

组的重复性、再现性、感官

评价员响应的一致性和辨

别能力。 

确认内容至少应包括： 

a) 实验设计(感官评价员的

数量、样品的数量、重复次

数和轮次数)；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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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的样品(例如，在食

品质量控制的特性识别或

量化评价方面，所选择的样

品应包括合适的和不合适

的产品)； 

c) 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 

确认结果应记录在确认报

告中，包括上述性能特性的

分析，宜建立该方法的质量

控制标准。 

 

32 
7.4.1a） 

应对样品包装和用于样品

处理的器械进行选择，确保

和样品接触的表面不会对

样品造成污损，或者任何微

生物污染及化学损害。样品

包装的封口应足够防止样

品从容器中泄漏和防止污

染。 

7.4.1a） 

应对样品包装和用于样品

制备的器具进行选择，确保

和样品接触的部分不会对

样品带来玷染，或者任何微

生物污染及化学物质迁移。

样品包装的封口应能防止

样品污染及从容器中泄漏。

用于样品提供的装置应满

足样品和测试方法的要求

并保持每次一致。在对样品

进行编码时，应避免使用带

有强烈气味的记号笔。 

内 容

变更 

 

33 
b） 

应建立样品处理程序，包括

样品制备的所有细节（切

割，解冻、烘烤、煮沸、煮、

烤等当时使用的手段），这

些描述应尽可能详细来确

保任何样品总是用同样的

方法处理，提高结果的重现

性。例如当煮沸土豆时，水

量、盐、煮的时间，土豆的

平均尺寸等，均应被描述。 

7.4.1b） 

应建立样品处置程序，包括

样品制备的所有细节（如切

分、解冻、蒸、煮、烧、烤

等使用的方式），这些描述

应尽可能详细以确保被检

样品可按照同样的方法处

理，提高结果的重现性。例

如当评价煮土豆样品时，加

水量、用盐量、煮制时间，

土豆的品种、平均尺寸等，

均应被描述。 

内 容

变更 

 

34 
c） 

实验室应建立处置和制备

任何新样品类型的程序。 
7.4.1c） 

必要时，实验室应建立处置

和制备任何新类型样品的

程序，包括检测后样品的保

留和处置的规定。 

内 容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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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建立样品的标识管理要求，

防止未经授权接触样品。样

品标识应以客观和中立的

方式 (例如：使用随机数

字) 。应牢固地贴在样品包

装上，并应能防止标识褪色

或难以辨识。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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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 

样品储存应保持样品的完

整性。储存区域应保持干净

整洁，应避免可能改变样品

感官特性的极端环境条件。

必要时，应对环境进行监

测。如待测的样品需要特殊

的储存条件，实验室满足应

并保持、监测和记录，以符

合特定要求。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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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在感官检验中以下信息是

非常重要的： 

a) 样品评价之间的时间间

隔； 

b) 样品的标识（包括编

码）； 

c) 样品制备方法和使用的

设备； 

d) 向各感官检验员提供样

品的顺序和细节； 

e) 感官检验员及其资质水

平的识别； 

f) 适用时，消费者测试的具

体描述； 

g) 管理人员（包括评价小

组组长）和技术人员的识

别； 

h) 数据采集方法； 

i) 统计分析方法。 

  

7.5.1 

  

  

  

  

  

  

  

  

  

  

 每项测试的技术记录应包

括所有必要的信息，以确保

任何试验可以在尽可能接

近原始试验的条件下重复

进行。感官分析时应记录但

不限于以下信息： 

a) 检测方法。 

b)感官评价员在测试期间

对每个测试样品填写的评

价表，包括日期、时间、评

价员代码和位置、样品识别

代码、感官响应和评价员签

名或等效标记； 

c)每个轮次向评价员提供的

样品的顺序； 

d) 样品的制备和编码，使

用的设备和制备员； 

e)评价间和样品制备区的环

境条件； 

f)在适用的情况下，用于验

证样品或对照样的条件(如

温度)； 

g) 感官分析师/小组组长的

信息； 

h) 由感官分析师/小组组长

进行的结果统计分析； 

i) 计算方式； 

j) 由感官分析师/小组组长

进行的质量监控信息； 

  

  

内 容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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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 

感官检测的结果通常不需

要从统计学和计量学方面

对不确定度进行严格的评

估。在某些情况下，当感官

检测产出的是数值型结果

时，可基于重复性和再现性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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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评定其不确定度。这种情

况下，应分析识别影响测量

不确定度的可能关键因素，

并证明其处于控制之下 

 

39 
7.7.1 

实验室制定的质量控制计

划应考虑样品的类型、检验

的特性和检验的频率。质量

控制水平的设定，应足以证

明结果的正确性。 

7.7.1 

实验室应采用适当的程序

来监控评价小组(作为一个

整体)的表现，并证明其结

果的有效性。实验室的质量

监控活动应考虑样品的类

型、检验的感官特性和检验

的频率。监控方案制定应明

确监控频次、监控方式以及

每项监控活动数据分析结

果可接受准则。 

内 容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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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计划可包括（但不

限于）下列内容： 

a) 使用标准物质或有固定

特性的样品进行监控； 

   

7.7.1a） 

 使用标准物质或有固定特

性的参比样进行测试；测试

频次宜为每月一次； 

内 容

变更 

 

41 
  

d) 在适当的时间间隔内，

随机取重复样品加入到实

验室常规样本分析系统中。 

7.7.1g)  

对样品进行重复测试；频次

宜为每个品评日，以检查小

组的重复性。 

内 容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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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固定比例取样品进行

重复测试； 
7.7.1j)  

应针对每个样品核查感官

评价员的结果与评价小组

的结果的一致性。  

内 容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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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检验样品的质量控制水

平一般在 5%~10% 之间，

对更复杂的程序可以加大

百分比。 

  

注 1：质量监控结果的评价

准则的设定应视分析的特

性、频率以及检测的难度、

可靠性，一般设在 5%~10% 

之间。但对于化学感觉和复

杂感觉的感官特性定量评

价通常 RSD 不超过 20%。  

注 2：定量感官数据可以报

告为具有观察数据范围、标

准偏差或标准误差的平均

值。这些数据可以绘制为跨

时间或批次的线图上的点，

也可以绘制为条形图，并用

控制图表示，通常是 X 图。

控制图是一种统计过程控

制工具，用于确定任务过程

是否处于控制状态。 

内 容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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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能时，实验室应参加

能力验证； 
7.7.2 

如果可行，实验室应参加与

其认可范围相关的能力验

证，应优先考虑使用适当基

内 容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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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能力验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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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报告结果 

内 容

新增 

 

46 
    7.8.1.2 

感官分析报告应充分描述

样品感官特性的所有评价

结果。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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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1 

感官分析报告中应包含与

样品感官评价相关的信息，

特别注明样品情况、感官检

测方法和符合性声明(如有

要求)。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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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 

报告结果的符合性声明应

由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

长进行，包括根据规范或感

官要求(例如,欧盟 PDO 产

品)评价感官分析结果。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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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c） 

必要时，应制定用于声明符

合或不符合要求的评价标

准。在检测报告中，与符合

性声明一起，还必须确定规

范的适当标识和包含评价

标准的文件(例如，表明其

修订状态和/或批准日期)。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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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当感官评价员或评价小组

质量监控活动的结果不符

合预先制定的准则时，感官

分析师/小组组长应启动不

符合工作程序。如果感官评

价员不符合个人质量监控

的既定要求，感官分析师/

小组组长应决定是否有必

要取消其资格，暂时令其离

开小组并重新培训，然后再

决定是否重新进入小组。 

注：小组能力监控中的不符

合工作示例包括： 

1、如果不满足小组重复性

的既定要求(例如，所评价

的感官描述词总数中有很

高的比例不具有可重复性),

评价小组组长应就样品的

可接受性做出决定,因为这

没有证明小组是以可重复

的方式开展测试。 

2、如果对于测试样品中被

评价的每个感官特性，或者

至少对于样品中应被评价

的最小百分比的感官特性，

没有满足感官评价员的结

果与小组结果一致性的既

定要求时(例如，每个感官

评价员的响应与整个小组

的结果之间的最大可接受

差异)，则感官分析师/小组

组长须取消该样品，并对该

样品进行新的一个轮次的

评价后，再形成最终的报

告。 

内 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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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 

应对感官检验员使用的记

录表或调查表、结果统计分

析表格或计算机参考文件

进行控制。 

 8.3.1 

应对感官评价人员使用的

记录表或回答表、结果统计

分析表格或计算机参考文

件进行控制。 

内 容

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