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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的质量控制方式分析

郭�玮
林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所�内蒙古�赤峰�025250

摘�要：随着食品产业的发展，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的作用越来重要。质量控制是确保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

的标准化、规范化的重要手段。本文讨论了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的质量控制方式，包括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加强检

测标准和法规的建设、引入先进的检测技术设备、开展质量评价和技术审核，提升监管与执法力度等五个方面，系统

地分析了其原理、优缺点和适用性，并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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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质量控制意义

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的质量控制意义在于保障食

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无论是从

生产企业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都极为重要。在生

产企业方面，检验检测可以帮助企业及时发现产品质量

问题，排除安全隐患，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和消费者的信心。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依托检

验检测结果，可以选择更加安全、更符合自身需求和健

康状况的产品。而消费者的选择行为也促使生产企业更

为注重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提升。此外，食品相关产品检

验检测还可以优化生产过程，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

成本。通过检测检验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根据检测结果

及时调整生产过程，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通过持

续改进检测技术和方法，还可以引入新的检测技术和手

段，更加精准和快速地检测和判定产品问题，不断提升

检测准确度和检测速度[1]。

2��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主要内容

2.1  食品营养成分
食品相关产品的检验检测主要涉及到食品的安全、

营养成分、质量、标签、附加物等方面。其中，对于食

品营养成分的检测是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的重要手段，

也是食品行业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之一。食品营养成分

通常包括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纤维素、

维生素、矿物质等多个方面。其中，能量、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于它们的含

量的检测是至关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则为人体正常

运作所必需，如铁、钙、锌、维生素A、维生素C等。纤
维素则可以促进人体肠胃蠕动，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对食品营养成分的检测需要依托专业的检测仪器和实验

室等设备，采用科学方法与操作流程。常见的检测方法

包括化学分析、生物学检测和物理检测等[2]。在检测结果

方面，需要遵循食品行业相对应的标准与限值，对于一

些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不合格产

品流入市场，从而保障消费者健康与权益。

2.2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是提高食品品质、增加特殊风味、改善

食品质地或保存食品长期耐贮性的化学或天然物质。这

些添加剂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加入，并常常被用于各类食

品和加工食品。由于不同的食品类型对添加剂的使用需

求不同，因此添加剂的种类繁多，使用范围广泛。食品

相关产品检验检测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食品添加剂

进行监视与规范。食品添加剂检测通常关注对可能对人

体健康产生危害的添加剂的审核、以及对添加剂含量的

监测。在食品中添加的非法添加剂，如禁止添加的颜色

剂、润滑剂和防腐剂等，都可能对消费者健康造成潜在

威胁。因此，针对非法添加剂需要对食品进行更加严格

的检验检测。此外，对于经过鉴定合格的添加剂，也需

要按照标准合理使用，确保食品安全与质量[3]。食品添

加剂检测通常需要采用化学和生物检测方法，包括高效

液相色谱、气相色谱、质谱技术等手段。在检测结果方

面，需要遵循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标准和规范，确保

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

2.3  有毒物质
食品中的有毒物质普遍存在于环境污染、养殖过

程、农药和化肥使用、加工、储存等环节中，这些物质

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健康影响。因此，食品有毒

物质的检验检测是食品行业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也是

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食品中常见的有

毒物质包括亚硝酸盐、重金属、农药残留、三聚氰胺、

甲醛等。这些物质可能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如

肝肾损伤、生殖系统障碍和癌症等。因此，对食品中的

有毒物质进行监测和控制，能够有效地避免有毒物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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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食品有毒物质的检验检测通

常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和设备进行，包括气相色谱、液相

色谱、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等多

种检测手段[4]。同时，监测结果还需要严格遵循相关国家

和地区的标准和规范，尤其要注意对一些特定群体，如

孕妇、儿童等食品安全标准的掌握。总之，食品中的有

毒物质是影响人身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展有毒物质

的检验检测，不仅是确保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食

品行业整体质量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3��常见的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方法

3.1  微生物学分析方法
微生物污染是引起食品安全事件的常见因素之一。

因此，对食品微生物进行检验检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

重要手段。微生物学分析方法是一种常用的检测手段，

具有快速、准确、灵敏度高的特点。微生物学分析方法

主要包括培养法、直接法和生化法。其中，培养法是最

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在合适的培养基上培养微生物来

进行检测。这种方法需要将食品样品在合适的温度和环

境下培养，使微生物数量增加到可检测的程度。直接法

则是直接将食品样品进行镜下检查，对样品中的细菌进

行统计和计数。生化法则常用于检测食品样品中白蛋白

酶活性、麦芽糖酶活性以及各种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和种

类等。在微生物学分析方法的应用中，如何减少误差是

关键。一方面，在采集样品的过程中要注意卫生和规范

采样操作，避免采样污染；另一方面，在实验操作过程

中需要注意操作规范、数据记录准确、设备维护完好等

多个环节[5]。食品行业、监管部门、科研机构等都应该对

食品微生物的监测、检测和评估加强研究，不断更新提

升技术手段，更好地预防控制食品中微生物污染，确保

食品健康安全。

3.2  化学分析方法
化学分析方法是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方法的其中

一种。其主要原理是利用化学反应来分离、检测和定量

食品中的成分和污染物。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食品营

养成分、添加剂、农药残留、重金属、有害物质等的检

测和分析。常见的化学分析方法包括高效液相色谱、气

相色谱、原子吸收光谱、质谱、电化学分析等。这些方

法具有操作简单、结果准确、分析速度快等特点，可以

满足不同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需要。例如，气相色谱

可用于检测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挥发性有机物；高效液

相色谱则可以检测食品中的多种添加剂、营养素；原子

吸收光谱则可以检测食品中重金属等元素的定量分析。

同时，为了保证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化学分析中

的验证过程十分重要。分析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在验

证中得到评估，可以帮助确保食品中关键成分的准确测

量，同时减小误差[1]。

3.3  物理分析方法
物理分析方法是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方法的一

种。其基本原理是利用物理性质对食品产品进行检测和

分析，例如差示扫描量热仪、电导率仪、红外线分析

仪、粘度计、激光束散射仪等分析仪器和设备。这些方

法广泛用于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物理性质、结构特

征、形态特征等方面的检测和分析。常见的物理分析方

法包括X射线荧光光谱法、差示扫描量热仪分析法、激
光散射光谱法、电导率测量法等。这些方法具有非破坏

性、操作简单、靠谱性高的特点，能够大大提高食品相

关产品检验检测的判定能力和检测效率。例如，X射线
荧光光谱法就是一种常用于金属残留检测的物理分析方

法。利用它可以查明食品材料中铅、汞等重金属元素的

含量等关键数据，有助于保障食品质量和消费者的健康

安全。但是，在实验过程中也要注意严格的检测标准和

规范、准确的数据记录、设备维护的完好等所需环节，

从而提升检验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4��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质量控制优化策略

4.1  加强与扩展国际间合作交流
为了提高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的质量和效率，加

强质量控制和提升检测技术的水平，加强国际间合作与

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质量控制方面，可以建立全过程

质量控制机制，对检测样品的样品采集、检测前准备、

数据记录、结果分析等环节进行规范、严格监督。建立

质量控制管理体系，缩小不同检测机构之间的差异，提

高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公信力。此外，还可以对检测成

果进行机审，并开展随机抽查等方法在进一步提高质量

控制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加强与扩展国际间合作

交流，有利于我们了解国际上的先进检测技术的发展，

把握科技热点、前沿和趋势，同时更好地开展国际间标

准、方法和法规的对接和交流等。这样不仅可以吸取国

际先进的检测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可以提高我国检测水

平，更好地服务国家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保障消

费者的健康安全。另外，加强与食品企业的合作，建立健

全的技术技能培训体系，提高检测人员的水平，让检测人

员熟悉所有的检测方法和流程，对于推进食品相关产品

检验检测的可靠、准确和规范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4.2  推动检验检测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推动检验检测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是食品相关产品

检验检测质量控制优化的关键策略之一。具体而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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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提升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
测的技术水平。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创新性方法和先进设

备来实现。例如，引入高通量、高灵敏的仪器设备，以

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准确性。（2）加强检测标准和法规的
建设。在国内专家和机构对标准的制定缺乏足够的经验

和其他资源方面，建立开放的标准机制，主动寻求国际

合作，引用国际先进标准和最佳实践，最终制定出适合

中国国情的标准和法规[3]。（3）推动检验检测技术的创
新和发展，积极探索新的检测技术，并不断完善和提高

现有的技术。例如，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

新技术，运用分子生物学、化学、免疫学和数据学等跨

学科技术手段，提高检测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并高效和

准确地处理大量数据。（4）通过孵化和支持新技术企业
和创新团队，培养更多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以更好地

发挥检测检验的效能。这点对于提高中国食品相关产品

检验检测质量控制和推动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

4.3  引入先进的质量控制方法与技术
引入先进的质量控制方法与技术是食品相关产品检

验检测质量控制优化策略之一。这些方法和技术不仅能

够提高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的准确性和精度，还可以

有效地避免人为操作失误和其他质量问题对检测结果的

影响。建立全面覆盖检测全流程和各级环节的质量控制

体系，包括对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和过程控制，以统

一规范检测人员对检测样品的处理和检测方法的应用。

最先进的鉴别、检测和分析设备可以提高对食品相关产

品的识别、检测和分析能力，以及数据采集和分析的精

确性。此外，还可以采用简化和自动化的检测设备来提

高检测效率，减少误差等问题。对检测成果进行系统的

校验和评价，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还可以

制定并执行技术审核和评估制度，对本体验的新技术进

行全面的审核和评估，优秀的技术不断更新更新检测技

术装备。引进和制定检测标准，如ISO、AOAC、CUS、
Codex等，并按照标准进行针对性的检测，提高检测效
率、准确性和重视性[4]。

4.4  提升监管与执法力度
提升监管与执法力度是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质量

控制优化策略之一。这是因为，只有加强监管和执法力

度，才能有效地监督和指导检验检测过程，规范市场行

为，提高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加强
监管机制。建立更加完善和专业的监管机制，强化对监

督部门的监督，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加强信息沟通和

协调，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2）扩大监管范围。加
强对区域、门类、品牌、渠道以及相关生产环节、商品

流向、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力度，防范和打击违法行

为，提高市场秩序和竞争力。（3）提高执法效率。建立
专业的执法团队，强化执法能力培养和技能提升，加强

执法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夯实行业监

管的基础。（4）健全监管体制。强化行业监管专业化程
度，加强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做好信息共享，深

化监管体制改革[5]。

结束语

食品相关产品检验检测内容多、涉及面广，在实际

应用中，仍需要以具体检验检测食品相关产品特性为

准，合理借鉴本文理论内容，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设

计一套更完整、更科學的检验检测方案，确保各项工作

内容可以妥善落实，为社会提供准确的检验检测结果，

保证食品领域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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