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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进行拍照、录像、定位等措施，按照抽样标准的要求进行

抽样，抽样人员应是专业人员，所抽样品具有代表性和均匀性，

品质能够满足食用的要求，抽样人员在填写抽样单时应认真仔细，

保证抽样单的信息与所抽样品一致，样品标签标识齐全，封条完

好，抽样付费做好相关的记录和收集；②样品运输过程中采用专

用运输车运送；③对于监督抽查或外送样品，经检查样品品质、

标签、封条符合要求，应及时签订委托单，若不符合要求，拒收

并出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对方，向监管部门上报；制定样品登记台

账，对样品进行编号制样。

1.3   样品的制备、保存、出库、流转和退库

样品的制备、保存、出库、流转和退库存在样品室与检测

室混用、化学品污染、样品保存无环境监控记录等风险。出库人

员疏忽大意、操作不规范等人为失误，风险控制的措施有实验室

中样品室和检测室应分离，食用农产品样品制备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2763-2021《农药残留指标》附录 A 的要求 [2]，样品制作完

成后贴标签、编号，制作好的样品应尽快进行实验，其余样品需

分类存放于冰箱或冰柜中，以冷冻保存为主，并有温度监控；样

品管理人员需进行岗前培训，做好制备、出库、流转单和退库、

温度等各项记录。

1.4   样品的处理和信息保密

退库或到期样品未能及时处理，会存在污染的风险；大数据

时代，存在样品信息泄密的风险，风险监控的措施有退库或到期

样品要及时处理，登记样品信息的电脑做到不上网。  

2     检测过程中的风险点

2.1   检验人员专业素质

检验人员存在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心理承受能力差、无法应

对突发情况等风险。该风险监控措施包括：①检验员需进行岗前

培训，有实际可操作性仪器的能力，持证上岗，在工作的过程中

要不断学习，参加相关的各类培训，县市交流学习、听取专家授

课等方式，加强理论功底，对检测技术原理及操作方式深入了解，

提高业务能力；②检验员在检测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方法标准进

行检验；③管理人员要与检验员进行有效沟通，注意其心理变化、

工作方式等，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食用农产品样品采集到检测过程中的风险监控措施

摘要 : 该文主要介绍了如何识别分析样品抽取、制备、入库、出库、

退库、检测等过程存在的风险，提高样品检测数据真实性与准确

性。通过体系文件《样品管理程序》和《质量控制程序》，按照

标准系统科学的进行样品管理，旨在实现检测阶段合理的质量控

制，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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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的检验对于食品安全（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重金属、非法添加物的检测）、产品的竞争力、消费者的权益、

贸易具有重要作用 [1]，通过检验数据，可将农产品的品质展示

给消费者，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农产品改进，形成一个可

持续发展的链条，有助于确保食用农产品品质的可追溯性。食

用农产品关系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把好“检测关”，

保证市面上流通的农产品安全可食用 [2]，这就需要科研工作人

员在采样环节、样品管理、检测过程中进行风险识别，进行风

险控制，确保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减少或避免危险事

件的发生。

1     样品风险点

样品不仅是实验中重要的原材料，也是开展检验检测工作的

基础，样品的品质会直接影响最终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因此，在

样品采样、运输、交接、制备、保存等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相对

应的标准执行，保证样品的代表性、有效性和完整性。

1.1   抽样前的准备工作

样品抽样前未做好充足准备，可能导致后续抽样工作开展不

顺畅、所抽样品存在问题或影响后期出具检测报告等，风险控制

的措施包括：①按照中心的体系文件要求，落实完善样品管理制

度，制定抽样方案，查找食用农产品最新的抽样标准或抽样细则；

②抽样人员在抽样前需进行培训，准备抽样所需抽样单、袋子等

材料，按计划进行抽样。

1.2   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交接

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交接，存在样品采集不具有代表性，形

状、品质等达不到要求，运输途中样品出现变质、丢失、损坏，

交接时抽样单信息有误等问题。该风险控制的措施包括：①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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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备检测

设备检测过程存在检测设备陈旧、老化、检测效率低、未

按体系文件的要求进行校准或检定等风险。该风险监控的措施

包括：①采购检测设备时，应在能力范围内采购走在科技前沿

的设备，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设备更新的速度也是较快

的，采购最新设备可以多用些时间；②对常用的检测设备要按照

考核细则和体系文件的要求定期进行校准或检定，期间核查，维

修或维护保养等；③操作仪器的检验员应熟悉设备的构造和操作

方法，切不可盲目使用，损坏仪器。

2.3   检测方式

检测实践中存在检测方法与所抽检的食用农产品品种不匹

配的情况。在选择检测方法和参数时，应按照实验室在“双认证”

时确认过的，符合检测依据的方法，并根据食用农产品的特性或

分类进行参数确认，再开展检验检测工作，保证检测工作的合理

性和参数全覆盖。

2.4   检测标准

检测标准一方面存在所参照的检测标准与确认过的检测方

法有少部分内容有冲突（仪器的限制），导致检验检测结果数据

无法分析（如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乐果等）的风险；另一方面

是业务室未及时更新检测标准或检测方法的风险。该风险控制措

施包括：①检验员在开展检测业务前可避开无法判定的参数，及

时查找检测方法和检测依据；②根据具体的品种具体参数进行实

验；③业务员每年要及时有效的更新标准，保证实验室检测方法

和检测依据的现行有效。

2.5   其他风险

从样品采集到检测过程中，还存在药品是否按要求分类摆

放、易燃易爆品是否按要求保存、废气废液是否正确处理、业

务室和检验室沟通是否顺畅、数据结果处理等风险，在检测过

程中应按照 RB/T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机构考核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的管理要求进行 [3]，实时更新标准，加强学习，让风险点降至

最低。

3     提高食用农产品检测质量控制建议

3.1   完善管理制度

在体系运行过程中，若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并不断完善

检测体系管理，能保证检测的秩序和效率，有效的促进机构良性

发展；建立良好的培训体系，为检验员定期进行培训，将最新的

检测方法和检测技术应用于检测中，提升检验员的专业能力和操

作能力；选用检测结果稳定的仪器设备，保证仪器运行状态良好；

鼓励检验员在检测时创新新技术、钻研新标准，对检测方法中存

在的不足进行优化和改进。

3.2   注重细节问题

在样品的采集、运输、制备、保存等环节中，要做到细致

准确，选择的样品具有代表性，所制备样品采用的工具干净无

污染，按照标准进行制样，按照《样品管理程序》对样品进行

管理，做好样品台账、制备记录和冰箱温度记录。选择试剂和

标品时，应均在有效期内，所购买的试剂、标品需按照保存要

求分类保存，并建立管理台账，记录温度记录。检测工作是实

验室的生命，高要求严标准管理实验室及实验过程的各个环节，

是保证检测结果准确性、有效性的基础 [4]。从样品的采集到检

测过程中，我们要将风险点降至最低，预判可能带来的后果，

评估预期风险，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来保证实验结果的真实，

可靠 [5]。

参考文献

[1]  郑小敏 , 龙晓惠 , 王忠林 . 完善样品管理制度确保农产品抽检结果

的准确性 [J]. 食品检测 ,13.

[2]  杨鸿财 . 浅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实验室的样品质控管理 [J]. 南方

农业 ,2020(15):97-98.

[3]  高强 , 孙榕 .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实验室的样品质量控制 [J]. 现代

农业科技 ,2014(3):292-293.

[4]  李寒 , 任红英 , 杨振飞 , 万彬 , 蒋春义 . 食用农产品抽检过程质量

控制措施分析 [J]. 现代食品 ,2023(1):123-125.

[5]  袁会超 . 蔬菜中农药残留检测的质量控制措施探讨 [J]. 蔬菜科

技 ,2023(4):102.

作者简介：彭俊（1987-），女，甘肃天水人，研究方向：检

验检测工作等。E-mail：991510940@qq.com。

* 通信作者：彭兰兰（1991-），女，甘肃天水人，研究方向：

检验工作等。E-mail:819393007@qq.com。

[ 引用信息 ] 彭俊 , 彭兰兰 . 食用农产品样品采集到检测过程中的风险监控措施 [J]. 
农业工程技术 , 2024, 44(18) : 3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