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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一）制定标准的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中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品进行抽查检测。近

年来，食品快速检测（以下简称食品快检）应用广泛，已经成

为食用农产品进场查验等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常用检测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以采用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认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市场监

管现代化规划》明确提出"规范食品快速检测的使用"要求。

为充分发挥食品快检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保护消费者

作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

速检测使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号：国市监食检

规[2013]1 号，并于 2023 年 01 月 29 日正式发布。《意见》从

五个方面提出食品快检使用的要求及措施：一是明确食品快检

应具备的条件和能力；二是记录和公开食品快检信息应真实客

观，不得误导消费者；三是要依法处置食品快检发现的问题产

品；四是开展食品快检结果实验室验证，稳妥推进食品快检产

品符合性评价和认证，切实提升食品快检产品质量水平；五是

指导开展“你送我检”便民服务活动。同时配套 4 个附件《食

品快速检测操作指南》、《食品快速检测信息公布要求》、《食

品快速检测结果验证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产品符合性评价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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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见》对于快检要求较为基础、笼统，实际可操作

性不强，难以实现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经调研发现各地乡镇

快检室没有统一的建设及管理规范，快检质量无法保证。目前

北京、重庆、江苏、广东、湖北、安徽、河南、福建等地均制

定了关于食品或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相关的管理规范或地方

标准，而四川省暂无相关管理规范，为加强我市食品快检室的

统一管理，推动食品快检产品市场合理竞争、优胜劣汰，保护

食品安全，亟需开展相关管理技术要求的研究。

目前食品快检应用广泛，已经成为食品及食用农产品进场

查验等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常用检测技术，快检实验室检测质量

与与居民食品安全息息相关，加强快速检测实验室监督管理工

作，建立统一的管理规范、提高检测质量势在必行。

（二）制定标准的意义

成都市地方标准《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管理技术规范》的

制定，可以为食品安全提供保障：食品快检室管理规范的制定，

可以指导快检室的规范化管理，确保食品快速检测室在检测过

程中遵循科学、严谨的操作规范，明确食品快检室的操作流程、

设备要求、质量控制等方面的要求，有助于提高检测效率和准

确性，有效提升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减少食品安全风险，有助

于防止不合格食品进入市场，保护公众健康。同时可以加强食

品监管和信任建设：食品快检室管理规范的制定有助于加强监

管部门对快检室的监管和评估，提高监管效能，为食品监管部

门和企业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结果可靠

的检测数据也能够增加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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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四川省暂无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管理规范相关技术

文件及标准,本标准可以弥补成都市快速检测实验室管理上的

空缺，规范快检室的建设及管理，为快检室的监督管理工作提

供依据。

二、任务来源

2023 年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提出立项建议，由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提出立项申请。2023 年成都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度地方标准制（修）定项目立

项计划（第一批）的通知》（成市监发〔2023〕32 号），《食

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管理技术规范》获得立项批复，由成都市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负责起草《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管理技

术规范》。

三、工作简况

（一）成立项目组

2023 年 6 月，在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下，成都市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成立标准起草组，研制地方标准的相关

事宜，对标准的编制工作进行总体部署。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向旭、张文谦、李秉成、王春莲、王

玉贤、杨春梅、陈倩。主要起草人分工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

称
联系电话 任务分工

1 向旭 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正高级 13708005814 标准框架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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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院 工程师 容总策划，负责

技术内容把关。

2 张文谦
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
工程师 18180909920

负责标准整体

的统筹协调，负

责标准起草、征

求意见、报批，

参与项目调研

等工作。

3 李秉成
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

高级工

程师
13708247555

参与标准框架

制定与技术内

容编制，负责项

目资料收集分

析、参与项目调

研、标准内容编

制等。

4 王春莲
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

高级工

程师
18180909830

参与标准框架

制定与技术内

容编制，负责项

目资料收集分

析、参与项目调

研、标准内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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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收集与调研

2023年 11月至 2024年 1月标准起草组组织相关专家及人

制等。

5 王玉贤
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
工程师 13540650240

参与标准框架

制定与技术内

容编制，负责项

目资料收集分

析、参与项目调

研、标准内容编

制等。

6 杨春梅
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

高级工

程师
18980680521

参与标准框架

制定与技术内

容编制，负责项

目资料收集分

析、参与项目调

研、标准内容编

制等。

7 陈倩
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

助理工

程师
13540854080

负责项目资料

收集分析、参与

项目调研、标准

内容编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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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到成都市双流区、金堂区、东部新区、崇州、都江堰等地进

行了多次调研，并走访成都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四川久

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凯吉星农产品检测有限公司等第三

方检测公司的快检室，收集了多方的意见和建议，查阅了全国

各地有关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管理技术方面的资料，开展多次

会议进行讨论。

（三）论证

标准起草组进行了多场次研讨、调研和线上交流，收集、

梳理了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的管理要求（包括：管理体系、管

理制度）、技术要求（包括：人员要求、仪器设备要求、快检

产品、标准物质及质控样品要求、设施及环境要求）、检验程

序（包括：采样、制样、检验、结果及记录、异常结果处理、

质量控制、报告控制）等环节的相关资料，为标准内容的详实

性和可行性打下了基础，论证了该标准起草的可行性，并列出

了标准提纲，确定了标准框架。

（四）拟稿

标准起草组根据提纲对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起草。通过对

标准文本进行了多次讨论和反复修改，逐渐梳理相关技术内

容，编制了《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管理技术规范》。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为保证标准编制的科学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

致性和规范性，确保《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管理技术规范》编

制质量，标准起草组在编制过程中坚持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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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

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等；

（2）符合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管理的现状和实际。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所依据的技术性文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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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2146.1-2015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27025-2019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GB/T 27404-2008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食品理化检测

GB/T42233-2022 快速检测术语与定义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2023 版）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使用的意见》(国市

监食检规〔2023〕1 号)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五、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一）标准结构

本文件包含以下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管理要求、技术要求、检验程序、附录等要求。

（二）标准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开展各类食品、食用农产品、农副产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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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等快速检测实验室的日常管理与运行。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定义了“食品”、“食用农产品”、“农产品”、“农

副产品”、“食品快速检测”、“食品快速检测产品”、“食

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的术语和定义，其中：

（1）“食品”参考了《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的定

义,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

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2）“食用农产品”参考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定义,指来源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

渔业等供人食用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人食用

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不包括法律法规禁止食用的

野生动物产品及其制品。

（3）“农产品”参考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定义，

指来源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的初级产品，即在农

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4）“农副产品”指由农、林、牧、副、渔五业初级产

品生产所带来的副产品。

（5）“食品快速检测”参考了 GB/T42233-2022《快速检

测术语与定义》，是指在食品检测过程中，采用与参比方法相

比，具备检测时间少、易于人工操作或者自动操作、小型化、

检测成本低等特点的并满足用户适当需求的，对某种特定物质

或指标的半定量或快速定性检测的替代方法。

（6）“食品快速检测产品”参考了 GB/T42233-2022《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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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检测术语与定义》，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的主要或关键组成

进行商品化包装，具有明确的应用对象、必要的检测装置、配

套试剂及样品前处理方法，可以在非实验室的环境中使用的、

携带方便的检测体系。

（7）“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是指进行食品快速检测的

固定场所。

（四）管理要求

为满足快检室快速高效、科学预警的工作要求，保证实验

室结果的质量，本章制定了快检室应按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建立符合快检室实际情况能有效运行的管理体

系，并能够得到有效、可控、稳定、持续实施。同时应制定相

应的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快检室人员管理制度、设备管理

制度、试剂管理制度、样品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质量控

制管理制度、文件和记录管理制度等，参与快检室活动的所有

人员应可获得适用其职责的管理文件和相关信息。

（五）技术要求

本章从人员要求、仪器设备要求、快检产品、标准物质及

质控样品要求、设施及环境要求对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的管理

进行规范，主要参考了 GB/T 27025-2019《检测和校准实验室

能力的通用要求》、《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2023

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使用的意见》(国

市监食检规〔2023〕1 号)等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

“人员要求”包括对检验人员、采样人员、技术管理人

员的专业背景、工作经历、培训考核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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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要求”根据快检室检测样品和检测项目的需要，

规定了前处理、检测等设备的检定校准、维护保养、作业指导

书编制等的要求。

“快检产品、标准物质及质控样品要求”，快检产品、标

准物质及质控样品的配置应符合检测项目要求，采购使用的食

品快检产品应符合：国家食品快检方法标准、通过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食品快检产品符合性评价或由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食品

快速检测产品评价合格目录。同时规定了快检产品、标准物质

及质控样品的验收、储存、出入库管理、标签标识使用等要求。

“设施及环境条件”，规定了开展快检室工作应有的基本

设施及应配备的处理紧急事故的装置、器材；规定了快检区的

环境条件要求，区域隔离与准入要求、安全卫生要求及废弃物

处置要求。

（六）检验程序

本章从“抽样”、“制样”、“检验”、“结果记录”、“异常结果

处理”、“质量控制”、“结果报告”、“报告的控制”等环

节对食品快检室进行规范。主要参考了 GB/T 27025-2019《检

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T 27404-2008 《实验

室质量控制规范食品理化检测》、《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

审准则》（2023 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

使用的意见》(国市监食检规〔2023〕1 号)。

“抽样”，规定了快检室开展日常抽样检验工作，应当按

照市场监管部门指定的采检计划制定日常食品快速检测抽样

方案，并报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管理委托方审批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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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同时对抽样人员、工具、抽样方法、记录、样品及样品

储运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制样”，样品制备应按相关标准、技术规范规定制备样

品，样品制备过程中应使用洁净的制样工具，有序开展样品制

备，避免混淆及交叉污染；留存样品在核查无误后应立即入库

贮存，贮存条件应符合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避免污染、

变质或混淆。

“检验”，规定了检测前，检测人员应对快检仪器设备检

测完成自校，符合使用状态；检查快速产品、标准物质及质控

样品应核实在有效期范围内使用，应检查实验室环境清洁、温

湿度环境条件，应核对样品、标识及相应的检测方法；应优先

使用有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发布的现行有效快速检测方法，其次

采用经专业技术机构评价、验证符合有关要求或获得监管部门

认可的快速检测方法；当检测结果为阳性、可疑或测试过程出

现异常可能影响测试结果时应及时开展验证或复测，快检室负

责人可依据初次快检情况做出判断：采取复测或验证方式和是

否启动留存样品。

“结果及记录”，规定了开展快速检测应当记录并保存的

信息及要求。

“异常结果处理”，规定了快检结果为阳性的，应开展验

证或复测，快检结果仍为阳性的，快检室应及时报送属地市场

监管部门，被抽查人对食用农产品快检结果有异议时，可以自

收到快检结果时起四小时内申请复检，复检由有检验资质机构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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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规定了快检室应根据所用的食品快检产品

制定年度质量控制计划，并按计划开展质量控制实验活动，年

度质量控制计划应覆盖全体检测人员、所使用的食品快检产品

和开展的检测项目，并提供了可选择的质量控制方式。

“结果报告”，规定了检测结果报告应包括的主要信息。

“报告的控制”，规定了报告审核、存档、数据控制及信

息管理等要求。

（七）附录

本部分内容根据食品快速检测实际工作制定，提供了仪器

设备使用记录、仪器设备保管记录、食品快速检测实施方案、

食品快速检测抽样单、食品快速检测原始记录、食品快速检测

报告单等样张，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增加实用性。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编制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本标准基于成都市食品快速检测室管理的实际需求进行

研究制定，目前无与本标准相关的国际、国外标准。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相互矛盾和抵触

的条款。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一)实施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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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一经发布，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对相关管理部门

和实施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宣贯，并做好相关培训记录，使标准

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的按标准要求开展工作。

（二）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标准发布后标准起草组应组织成立标准宣贯实施工作组，

建立标准宣贯沟通协调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形成宣贯实施计划，开展标准宣贯实施。

积极依托行业相关行政部门、行业专家，开展标准的应用

情况的技术分享，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灵活开展宣贯实

施培训活动。

（三）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

本标准为制定标准无过渡期建议；建议标准在完成标准化

主管部门合法、合规流程后，尽快实施。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一、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将应用于成都市各级食品快速检测室，为成都市食

品快速检测室的建设及规范化管理提供依据，主要社会效益包

括：

1.提供食品安全保障：食品快检室管理规范的制定，可以

指导快检室的规范化管理，确保食品快速检测室在检测过程中

遵循科学、严谨的操作规范，明确食品快检室的操作流程、设

备要求、质量控制等方面的要求，有助于提高检测效率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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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效提升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减少食品安全风险，有助于

防止不合格食品进入市场，保护公众健康。

2.加强食品监管和信任建设：食品快检室管理规范的制定

有助于加强监管部门对快检室的监管和评估，提高监管效能，

为食品监管部门和企业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标准化的操作流

程和结果可靠的检测数据也能够增加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的

信任感。

食品快检室管理规范的制定，可以推动成都市食品安全监

管和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为公众提供更安全、可靠的食品产

品，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管理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组

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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