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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

感官分析实验室  质量控制指南

围

本文件提供了感官分析（检测）实验室进行质量控制的指导，给出了人员、设备和标准物质（样品）、

设施和环境条件、方法的选择、验证和确认、检测或校准物品的处置、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确保结果

有效性、报告结果、不符合工作等感官分析活动技术要素需关注的质量控制要点。

本文件适用于感官分析（检测）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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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0 感官分析 方法学 总论

GB/T 10221 感官分析 术语

GB/T 12312 感官分析 味觉敏感度的测定方法

GB/T 13868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一般导则

GB/T 15549 感官分析 方法学 检测和识别气味方面评价员的入门和培训

GB/T 16291.1 感官分析 选拔、培训与管理评价员一般导则 第１部分：优选评价员

GB/T 16291.2 感官分析 选拔、培训和管理评价员一般导则 第 2部分：专家评价员

GB/T 22366 感官分析 方法学 采用三点选配法（3-AFC）测定嗅觉、味觉和风味觉察阈值的一般

导则

GB/T 23470.1 感官分析 感官分析实验室人员一般导则 第 1部分：实验室人员职责

GB/T 23470.2 感官分析 感官分析实验室人员一般导则 第 2部分：评价小组组长的聘用和培训

GB/T 29604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特性参比样的一般导则

ISO 11132:2021 感官分析方法 定量描述评价小组表现评估导则（Sensory analysis—
Methodology—Guideline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he performance of a quantitative descriptive sensory panel）

ISO 22935-1:2023 感官分析 乳和乳制品评价员的招募、选拔、培训和管理（Milk and milk products
— Sensory analysis — Part 1: Recruitment, selection, training and monitoring of assessors）

3 术语和定义

3.1

感官分析 Sensory analysis

感官检测 Sensory test

感官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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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1-2021，3.1，有修改]

https://www.iso.org/standard/58042.html?brow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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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QC

为达到质量要求所采取的作业技术或活动。

注：实验室的质量控制指对实验室的产品即数据进行质量控制。

[来源：GB/T 29605-2013，3.3]

3.3

感官评价员 sensory assessor

感官检验员

参加感官测试的人员。

注 1：准评价员（naive assessor）是尚不符合特定准则的人员。

注 2：初级评价员（initiated assessor）是已参加过感官测试的人员。

[来源：GB/T 10221-2021，3.5]

3.4

感官评价小组 sensory panel
参加感官测试的评价员组成的小组。

[来源：GB/T 10221-2021，3.9]

3.5

评价小组组长 panel leader
感官分析实验室中负责组织管理评价小组活动、招聘、培训及监管评价员的人员。

注 1: 评价小组组长可策划和指导感官检测，并分析和解释检测数据。

注 2: 评价小组组长可在一位或多位技术人员（如制备员、样品提供员等）的协助下完成任务。

[来源：GB/T 23470.2-2009，3.1，有修改]

3.6

感官分析师 sensory analyst
感官分析实验室中履行专业技术职能的人员，负责监管一个或若干评价小组组长，设计和实施感官

检测，分析和解释感官检测数据等。

[来源：GB/T 23470.1-2009，3.3，有修改]

3.7

参比样(名词) reference sample
为定义或阐释一个特性或给定特性的某一特定强度水平而严格筛选出的刺激或物质，所有其他样品

都与之比较，某些情况下参比样可以不是检测样品。

[来源：GB/T 10221-2021，3.21]

3.8

对照样 control sample

被选择用作参照的样品。所有其他样品都与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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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照样可以是被指定用作参照的样品，也可以是盲样。

[来源：GB/T 10221-2021，3.20]

3.9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在相同测试条件下，同一评价员或评价小组对同一测试样品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来源：GB/T 10221-2021，3.45]

3.10

再现性 reproducibility

在不同测试条件下，或由不同的评价员或评价小组对同一测试样品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注：再现性可通过以下方法测定：

1）评价小组（或评价员）的短期再现性，以天为间隔的两轮或多轮之间感官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2）评价小组（或评价员）的中长期再现性，以月为间隔的不同轮次之间感官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3）不同评价小组间的再现性，不同评价小组在同一实验室或不同实验室获得的感官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来源：GB/T 10221-2021，3.46]

3.11

小组一致性 panel consensus

评价小组成员对描述产品特性的术语和评价的强度达成一致。

[来源：GB/T 10221-2021，3.11]

3.12

信度 reliability
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可靠性程度。其实质是对检测控制误差的能力、检测的结果准确而可靠地传达

真值信息的能力的量度。

3.13

效度 validity

测量结果的有效性程度，即实验方法达到实验目的的程度。

4 总体原则

充分考虑影响感官检测数据信度和效度的因素，并对其控制是感官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的要点。对

实验室进行质量控制以及对实验室质量控制状况的评估，可通过对感官检测技术活动的要素，如人员、

设备和标准物质（样品）、设施和环境条件、方法的选择、验证和确认、检测或校准物品的处置、测量

不确定度的评定、确保结果有效性、报告的控制以及不符合工作的管理等进行过程控制或者对其控制过

程和结果进行核查而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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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需考虑的因素

5.1人员

5.1.1 总则

实验室设置参与感官检测全过程（从样品接收到检验后废弃物处理的）涉及的岗位、明确其职责

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岗位包括但不限于感官分析师/感官评价小组组长、感官评价员、技术人员（样品

制备员、提供员）。

5.1.2 评价员

5.1.2.1 评价员的筛选

要组建评价小组，首先要进行评价员的招募与筛选。招募主要是收集候选评价员的信息，由感官分

析师/评价小组组长从兴趣动机、出勤保障、知识背景、健康状况、对评价对象的态度、表达能力、个

性特点及其他因素等方面对候选人员进行考察，宜初选出至少 2～3倍预估评价小组人数的候选评价员

再进一步筛选。筛选主要通过实验测试考查候选人员的感官功能基本条件是否良好即五官感觉正常、敏

感，以及对感觉的描述表达是否清晰、丰富。筛选实验通常包括感官功能测试、感觉敏感度测试以及描

述和表达能力测试等方面的内容，主要通过匹配检验、差别检验、排序检验、风味和质地描述检验等来

考查评价员对滋味、气味、质地等主要感官特性的分辨、记忆、描述和区分差别的能力。可依据 GB/T
16291.1、GB/T 16291.2、GB/T 22366和 GB/T 12312等相关内容开展并建立感官评价员的筛选程序。专

门用途或特定领域的评价员，如气味评价员、乳和乳制品评价员等可依据其领域的相关标准如 GB/T
15549、ISO 22935-1等开展。

5.1.2.2 评价员的培训

经筛选确定入选待培训的评价员，人数宜为评价小组最后实际需要人数的1.5~2倍，进行培训。通

过培训使其具备拟开展的感官检测项目所需的基本技能，了解感官分析基础知识，掌握相关感官分析方

法和检测涉及的相关产品知识，以产生可靠的检测结果。可依据GB/T 16291.1、GB/T 16291.2的技术要

求，实施相应的培训并建立程序文件。专门用途或特定领域的评价员可依据其领域的相关标准如GB/T
15549、ISO 22935-1等开展。

如果经过培训的感官评价员在进行能力评估时，发现其能力低于相应的能力要求或者在开展感官检

测过程中偏离小组均值较大，则有必要对该评价员进行再培训，满足要求后再上岗。采用重复性、再现

性、小组一致性和正确性等客观指标来评估感官评价小组及其成员的培训结果十分必要。

5.1.2.3 表现评估与能力维护

评价小组及其成员在感官分析中类似于理化分析中的仪器，为保证其可靠的灵敏性、稳定性，需对

其表现进行定期维护和监测。维护周期可依据评价员参与实验的频次进行确定，通常选用3个月或6个月

或12个月的间隔周期，由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依据评价员及其稳定性情况确定。维护的内容主要

包括：嗅觉、味觉、触觉、视觉等方面的的感官检测能力。对于开展定量描述评价的小组可依据ISO
11132:2021进行表现评估。

5.1.3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是建立、使用和维护评价小组组织开展感官检测活动，并对检测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与解释的人。贯穿整个检测活动的始终，直接影响检测的结果。可依据GB/T23470.1和GB/T
23470.2对其聘用和培训。

https://www.iso.org/standard/58042.html?browse=tc
https://www.iso.org/standard/58042.html?brow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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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的选用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需具备较强的感官分析知识背景、实践经验以及组织管理和沟通能力，

以能合理设计感官检测活动、创造开展感官检测活动的必备条件，组织感官检测活动正确实施。候选人

可来源于评价小组成员或经过专门培训的新进人员。

可选用评价员作为评价小组组长，因其具有小组培训的经历，熟悉小组的日常工作和团队情况。被

选拔者需学习基本的感官分析方法和实施程序，同时也需接受感官分析师的具体监督指导。

若选用新进人员，上岗前有必要对其进行岗前培训或监督考核，使其熟悉检测对象的感官特性，熟

知感官检测实施流程。当评价小组组长同时承担部分和全部感官分析师的职责时，宜选用具有良好感官

分析技能和相应专业学历背景的人员。

5.1.3.2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的培训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的培训有两种方式：一是由有经验的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进行培训；

二是个人经验积累和参加在职培训。培训内容宜涵盖预期的感官检验领域，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测程序的选择、实验设计与分析；

b) 样品的准备和检测的实施；

c) 检测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统计评价的知识）；

d) 检测结果的报告；

e) 检测记录的维护；

f) 感官检测所必要的资源配置和服务的维护；

g) 感官评价员的选择、培训、能力维护和管理程序；

h) 感官评价员健康和安全的管理。

5.1.4 人员授权

参与感官检测活动的全部岗位均需被授权，其中感官分析师/感官评价小组组长需由实验室管理层

授权，并保存授权记录。

5.1.5 人员能力监控

实验室需定期对参与感官检测活动的人员进行监控。定期评价被授权人员的持续能力，并保存评价

记录。对于在规定时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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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需要再培训，并重新进行能力评估，确认合格后再进行感官检测。必要时，需执行再培训的程序。

5.1.6 记录的保存

实验室有必要保存所有参与感官检测活动人员的选用、培训、教育背景、相关资格、技能和经验等

资料，以及参与感官检测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技术及质量记录，以便于开展内部或外部质量控制活动时的

核查或审查。

5.2 设施和环境条件

5.2.1 总则

感官检测需在满足要求且可控的环境条件下开展，建立相应的控制文件，以避免环境因素对评价小

组和或对感官检测的结果造成影响（见 GB/T 13868）。

5.2.2 实验室的设计宜考虑保证感官检测在最小干扰的可控条件下进行，从而减少环境、生理、心理和

其他因素等对感官检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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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实验室的建立宜符合 GB/T 13868的要求，包括实验室位置的选择、功能区的设置、温湿度的控

制、噪声、光照、装饰、气味、照明、安全措施及其他设施及要求。

a）噪声会影响感官检测过程及结果。实验室的噪声宜控制在 40dB及以下。为防止噪声，可采用

降噪、防震等处理。

b）外来气味会干扰评价员对样品的评价。必要时，检测区内可采用带过滤（如可更换的活性炭）

的换气装置来净化空气。定期检查过滤装置以免其失效或产生臭味。过滤器宜每 2~3个月更换一次。此

外，为防止其他区域气味对检测区的干扰，检测区内宜保持适当正压；为加快检测完样品残留气味的排

出，检测区内宜保持适当负压；排风的空气流速宜小于 0.3m/s。
c）如特殊领域有明确规定的，环境设施需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如为了屏蔽样品颜色、外观等的

影响，实验室需配备有色光源。

5.2.3 实验室有必要对检测环境条件（如温、湿度）有要求的区域进行有效地监控并记录。

感官检测区的温度和湿度可调节、能控制十分必要。除有特殊要求，优先以评价员体感舒适为宜，

同时也要考虑样品处置的需求。一般室温控制在 21℃~28℃，相对湿度控制在 40%~75%。

5.2.4 样品制备区和检测区需有效隔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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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期间评价员不可进入样品制备区，以避免对检测结果带来偏差。如果样品制备区不在检

测区附近，需注意样品的传输方式，以保持样品原有的特性，且不影响实验结果。

5.3 设备和标准物质（样品）

5.3.1 总则

实验室需结合被测样品和检测项目的需要，按照检测方法的要求，配备与其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器

具、标准物质/参比样。

5.3.2 实验室有必要配备满足检测工作要求的设备，设备为感官检测专用。可选用不锈钢或合适的塑料

制品。常见的设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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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提供器具（如品评杯、盘等）。

5.3.3 实验室需配备用于培训感官评价员、监控实验室能力、进行方法验证、方法比对时使用的标准物

质或样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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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宜根据长期保存和短期使用划分，标识的内容可不同，但均需明确标识。可

长期使用的标准物质（样品）标识需包括保质期、储存条件、适用性和使用限制等相关信息。短期使用

的标准物质（样品）标识包括名称、浓度、制备日期/到期日期、制备人等溯源信息。制备及储存应能

防止污染。

5.3.4 对检测结果有显著影响的设备有必要定期进行检定/校准，同时需确保使用的仪器设备和器皿对检

测结果不会造成影响。

5.3.5 如有可能，有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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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评价小组组长来选择建立实验室内部参比样。参比样的制备需建立

文件，不同批次参比样应建立验收要求，记录参比样符合这些要求的情况。

5.4 方法的选择、验证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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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总则

针对感官分析（检测）目的，需合理选择或开发适用的方法，并进行规范操作。依据GB/T 10220 和

最新的现行有效的方法标准开展规范性感官检测十分必要。附录A给出了主要感官分析方法标准列表。

5.4.2 方法选择和验证

5.4.2.1 宜选用感官分析标准方法进行检测，并优先考虑评价员的安全。选择标准方法进行感官检测之

前，实验室需进行方法验证以保证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方法。方法验证主要是验证实验室依据标准方法在

重复性和再现性测试的条件下，针对同一检测对象能否产出一致性的结果。

5.4.2.2 实验室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文件以确定适当的检测方法和分析策略。该文件需规定检测流程、实

施步骤，以及每一步骤中所涉及的人员及其承担责任。需注意实验设计、样品的平衡提供和感官疲劳对

检测结果的影响。不同检测轮次之间宜设置足够的时间间隔。

检测方法中还应包括：

a) 样品的制备和提供；

b) 评价小组的构成；

c) 所需的环境条件和设施；

d) 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

5.4.3 方法确认

5.4.3.1 若针对检测项目，现有的标准方法不适用，可使用公认的科学期刊确定的方法和实验室开发的

方法等非标方法，并进行确认和记录。方法中一般需包括以下内容：

a) 测试的感官特性的定义、参比样和评价技巧；

b) 样品制备的方法、贮藏条件和被测时的温度；

c) 向评价员提供样品的顺序（最大限度地减少生理和心理偏差）；

d) 测试轮次的管理（通常一个轮次测试一个系列的样品），样品测试间的等待时间和每天测试的

最大样本数；

e) 评价员的要求（如初级、优选、专家评价员）和小组的人数要求（至少 3人及以上）；

f)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如温度、光线等）；

g) 设备和材料，包括检测不同样品之间用于去除口腔和或鼻腔残留感觉的物质；

h) 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

i) 报告结果应包含的信息。

5.4.3.2 对非标方法进行确认十分必要。通过确认以证明非标方法能适用于预期用途或应用领域的需要。

确认时，需将评价小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并确定构成小组所需的评价员的最少人数。确认指标包

括评价小组的重复性、再现性、评价员响应的一致性和辨别能力。确认程序至少应包括：

a) 实验设计（评价员的数量、样品的数量、重复次数和轮次数）；

b) 使用的样品（例如，在产品感官质量合规性判别或者感官特性识别时，所选择的样品应包括合

格的和不合格的产品，或者典型的和非典型的样品）；

c) 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

确认结果记录在确认报告中，包括确定方法的上述性能指标的分析，同时宜建立该方法的质量控制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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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检测物品的处置

5.5.1 总则

实验室需有运输、接收、处置、保护、存储、保留、清理或返还检测物品的程序，包括为保护测试

和或校准的完整性以及实验室与客户利益需要的所有规定。在检测活动实施的过程中需注意避免物品变

质、污染、丢失或损坏。应遵守随物品提供的操作说明或要求。

5.5.2 实验室需对样品包装和用于样品制备的器械进行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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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包装的封口能防止样品污染和从容器中泄漏。用于样品

提供的装置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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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使用带有强烈气

味的记号笔。

5.5.3 实验室需建立样品管理的文件化规定，如建立样品处置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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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的分装、调制、预涂等），这些描述尽可能详细以确保被

测样品可按照同样的方法处理，以提高结果的重现性。例如当煮土豆样品时，加水量、用盐量、煮制时

间，土豆的品种、平均尺寸等，均需被描述。

必要时，实验室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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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实验室需建立样品的标识管理要求，防止未经授权接触样品。样品标识以客观和中立的方式呈现

（例如：使用三位随机编码）。标识应牢固地贴在样品包装上，并能防止标识褪色或难以辨识、样品溢

出，以及抵抗可能的极端温度和湿度。

5.5.5 样品储存需保持样品的完整性。储存区域需保持干净整洁，环境条件宜能避免可能改变样品感官

特性的温度、湿度及其变化等影响因素。必要时，对环境进行监测。如待测的样品需特殊的储存条件，

实验室有必要保持对储存条件的监测和记录，以符合特定要求。

5.6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感官分析（检测）的结果通常无需从统计学和计量学方面对其不确定度进行严格的评估。在某些情

况下，当感官分析（检测）产出的是数值型结果时，可基于重复性和再现性来评定其不确定度。该情况

下，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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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确保结果有效性

5.7.1 总则

实验室应制定质量控制计划。计划需考虑样品的类型、检测的特性和检测的频率，并设定质量控制

水平，以足以证明检测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注 1：质量控制水平的设定视分析的特性、频率以及检测的难度、可靠性，一般设为 10%（含） 以内。对于化学

感觉和化学物理觉等复杂感觉的感官特性定量评价通常 RSD不超过 20%（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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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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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的方式包括：

a) 对样品进行重复测试，频率宜为每个检测日，以检查小组的重复性。该控制也用于评价小组和

个人的监控。

b) 使用标准物质或有固定特性的参比样进行测试，测试频率宜为每月一次。该控制可用于监控小

组的再现性和正确性（如有可能），评估其辨别能力，并对评价员个人进行监控（例如个人与小组结果

的偏离）。

c) 使用参比样进行测试（如来自实验室间的参比样、由小组组长选择的内部参比样、其他具有某

种特性的材料）；测试频率宜为每月一次；该控制可用于监控小组的再现性和正确性（如有可能）；评

估其辨别能力，并对评价员个人进行监控（例如个人与小组结果的偏离）。

d) 针对每个样品，需核查评价小组的结果是否与评价员的响应一致。

5.7.3 若可行，实验室需参加实验室间能力比对，以及与其认可范围相关的能力验证，宜优先考虑使用

适当基质的能力验证计划。

5.8报告结果

5.8.1感官分析（检测）报告需充分描述评价小组评价的样品所有（相关）感官特性的结果。

5.8.2感官分析（检测）报告中需包含与样品感官检测相关的信息，注明样品情况、感官分析（检测）

方法和符合性声明（如有要求）。

5.8.3 CNAS 认可的感官分析（检测）实验室，报告结果的符合性声明需由授权签字人进行确认，包括

根据规范或感官要求评价感官分析结果。

5.8.4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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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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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不符合工作

当感官评价员或评价小组连续监控活动的结果不符合先前制定的标准时，感官分析师/小组长启动

不符合工作程序。如果感官评价员不符合个人监控的既定要求，感官分析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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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监控中常见的不符合工作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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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可重复性的比例很高）。在这种情

况下，评价小组组长应就是否接收样品进行检测做出决定，因为未能证明评价小组能以重复的方式开展测试。

（2）样品被检的特定感官特性，或者样品中应被检出的最小百分比的感官特性，未能满足评价员的响应与小组结

果一致性的既定要求（例如，每个评价员的响应与整个小组的结果之间的最大可接受差异），则小组组长需取消该

样品，并宜在报告其结果之前重新对其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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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依据最新的现行有效的方法标准开展规范性感官检测十分必要。下表给出了我国感官分析通用方法

标准。

表 A.1 我国感官分析通用方法标准列表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感官分析 方法GB/T 10220—2012 学 总论

感官分析方GB/T 12310—2012 法 成对比较检验

感官分析方GB/T 12311—2012 法 三点检验

感官分析方GB/T 17321—2012 法 二、三点检验

感官分析 方法GB/T 39558—2020 学 “A”-“非A” 检验

感官分析 定量响应标度使用导GB/T 39501—2020 则

感官分GB/T 12315—2008 析 方法学 排序法

感官分GB/T 19547—2004 析 方法学 量值估计法

感官分GB/T 39625—2020 析 方法学 建立感官剖面的导则

感官分GB/T 16861—1997 析 通过多元分析方法鉴定和选择用于建立感官剖面描述词

感官分GB/T 29604—2013 析 建立感官特性参比样的一般导则

感官分GB/T 21172—2022 析 产品颜色感官评价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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