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3】1  
        ·27·      农业科技管理ISSN:2661-3778(Print); 2661-3786 (Online)

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的质量控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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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用农产品是人们的饮食主体 , 是各类食品生产加工的基础 , 其安全问题关系整个食品链的安全。国家通过制

定《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严格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本文对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的质量控制进

行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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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食品安全关乎百姓健康 ,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

作。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 , 基础在农业 , 必须正本清源 ,

首先需要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

产品 , 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1 食用农产品的定义

食用农产品，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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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活动，指传统的种植、养殖、

采摘、捕捞等农业活动，以及设施农业、生物工程等现代农

业活动。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指在农业活动中直

接获得的，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干燥、粉碎、清洗、

切割、冷冻、打蜡、分级与包装等加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

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

2 食用农产品抽检要求

①至少有两名抽样工作人员。②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

定的抽样文书，详细记录被抽样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的名称或

者姓名、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住所、

进货日期，食用农产品名称（有俗称的应标明俗称）、产地（或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供货者名称和地址，抽样基数，抽样

批次等。在集中交易市场抽样的，应当详细记录销售者的摊

位号码等信息。③抽样人员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拆封措施，以

保证样品的真实性，并由抽样人员、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在样

品封条上签字或者盖章确认。④带包装或附加标签的食用农

产品，以外包装标识的生产者、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等内容

一致的产品为一个抽样批次；简易包装食用农产品和散装食

用农产品，以同一产地、生产者或进货商，同一生产日期或

进货日期的同一种产品为一个抽样批次。⑤承检机构在接收

样品时，应当核对样品与抽样文书信息，发现问题要及时沟

通并报告。

3 制定背景

近年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四个最严”要求，

不断加大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抽检力度，对不合格食用农产

品及时核查处置，取得一定成效。但是食用农产品与预包装

食品差异较大，基层普遍反映存在不合格产品追溯难、备样

保存难、核查处置难等一些难点问题。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食品安全，督促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履行主体责任，促进食用

农产品源头治理，控制不合格食用农产品安全风险，市场监

管总局在实地调研、广泛征求各有关方意见建议基础上，充

分考虑食用农产品属性、行业发展水平、监管制度等特点，

起草并印发《规定》。

4 批发市场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的角色
定位

4.1 既是被监管对象又是监管主体

批发市场作为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连接着生产者与

零售商，在商品集散功能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近年

农产品流通呈现出多渠道的格局，但从终端环节看，城市农

产品消费的 70%—80% 仍是通过批发市场流通的，如北京

的新发地市场，承载着北京 80% 以上的农产品供应。从逻

辑上讲，流经批发市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达标，那么进入零

售和消费环节的农产品也基本达标。因此，批发市场被誉为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防线”，也被赋予非常重要的监管

责任。如，《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农产品

批发市场应当设立或者委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对进

场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抽查检测；发现不符合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应当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向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4.2 批发市场难以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检验检

测责任

调查中发现，批发市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最

难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检测检验。首先，批发市场进行检

测检验的能力和动力不足。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不

足是我国的现实，批发市场也是如此。据笔者 2019 年在萧

山市场的调查中发现，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检测设备一般

都由政府相关部门配备，但是市场要自己配备人员并为日常

的抽检工作支付材料成本。委托第三方检测是要付费的，而



        ·28·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MANAGEMENT

且成本比较高，为了减轻经营户的负担，第三方检测费用都

是由市场支付。全部做第三方检测成本太高，市场根本负担

不起，因此，委托第三方检测的工作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实行。

就市场而言，抽检的品种越多，频次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

批发市场作为企业，以营利为目标，有降低运营成本、增加

利润的内在需要，很难产生内在的检测动力。虽然，规范的

质量安全检测可以提高批发市场的声誉，带来一定的客源，

但批发市场的辐射半径有限，有些地方还是独此一家，商誉

的提高并不能给市场带来多大的实际收益。

5 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的质量控制强化策略

5.1 科学应用 TLC 薄层鉴别技术

在食品检测领域，TLC 薄层鉴别技术属于一种比较先

进且高效的跟踪反应手段，该技术应用于食用农产品检验检

测环节，可跟踪检测食用农产品当中所包含的多种因素，其

常用固定相包含硅胶和氧化铝。在很多实验室实验以及 5.301

实验期间，大部分都会对标准硅胶板进行应用。在实践操作

期间，主要是先在薄板当中点上反应混合物溶液，之后通过

毛细作用促使板上的溶剂或混合溶剂能够全面展开。在应用

期间，一些化合物保持着较强的极性，这些化合物会粘附于

硅胶上，因此薄板上这类化合物移动距离会相对较短，但是

非极性化合物则会在板上保持相对较大的移动距离。在对食

用农产品实现检验检测期间，相关检测人员要充分掌握这一

特点，并更加合理高效地应用 TLC 薄层鉴别技术，加强技

术研究，通过技术提升加大食品检测质量控制力度。

5.2 优化水分灰分具体鉴定流程

水分灰分主要源自食品灼烧之后其残留无机物，而水

分灰分主要检查方式也是灼烧。在实际检测过程中，要求检

测人员充分明白具体检测流程，对基础性食品灰化方法全面

了解，还要知道样品组分和灰化条件所保持的关系，通过科

学、专业地检测，确保检测结果更加准确。检测人员对农产

品实现水分灰分检测期间，还要高度关注相关检测条件。要

将灼烧温度控制在 600℃以下进行 30min 灼烧，之后进行冷

却，当温度降低到低于 200℃后取出，置于干燥器当中，将

其冷却至室温后进而精密的对其称量，操作中需重复灼烧达

到恒量。相关流程结束后，需添加 2 ～ 3g 固体样品实现精

密称量，进而在 550 ～ 600℃条件下灼烧到没有灰粒状，以

获得更加准确的检测结果。为对检测过程加强质量控制，需

要质检人员持续优化与改进水分灰分具体鉴定流程，确保食

用农产品质量具有更有效的技术保障。对食用农产品进行检

验检测，为有效加强质量控制，需要注意从食用农产品的种

植一直到餐桌食用其中涉及到的每个环节严格的进行质量

把控。

结束语：

食用农产品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食用农产品安全关乎

千家万户，市场监管部门和检验机构应当重视食用农产品抽

检工作，做好抽样人培训，合理制定抽检任务，加强对抽样

过程的监督，及时向社会公示检测结果，对抽检不合格的责

任主体依法进行处理，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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