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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及食品检测的发展趋势

王春燕
保定市食品药品检验所Ǔ河北Ǔ保定Ǔ071000

摘Ȟ要：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食品检测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本文深入分析了食品安全

问题的原因，包括环境污染、食品添加剂过量使用以及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的违规操作等。同时探讨了食品检测的

发展趋势，如免疫学检测技术在快速筛查中的应用、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基因检测技术在食品检测中的拓展应用在不

断进步等。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旨在为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保

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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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当今社会，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

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的品质与安全要

求日益严苛。食品检测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其必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有效的食品检测能够精准

识别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去除不合格产品，从而显著提

高食品的卫生安全品质，为消费者提供放心的食品选

择。另一方面，它可以对食品生产运营的各个环节进行

规范与监督，促使企业遵循相关标准与法规，营造良好

的食品生产运营环境，推动整个食品行业的良性发展。

然而，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深入剖析其原因并

探索食品检测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食品检测对食品卫生安全的必要性

1.1  提高食品的卫生安全品质
食品检测是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品质的核心环节。在

食品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的筛选到成品的加工，涉及

众多环节与因素，都可能引入各种危害物质。例如，农

产品可能受到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肉类可能携带致

病微生物或兽药残留。通过精确的检测技术，如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仪检测农药残留、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兽药
残留等，可以准确识别出这些有害物质的种类与含量。

一旦检测出超标或违禁物质，便能及时阻止问题食品流

入市场，确保消费者所购买和食用的食品符合卫生安全

标准，避免因摄入受污染食品而引发的食物中毒、慢性

疾病等健康问题，从而切实提高食品整体的卫生安全品

质，为公众健康筑牢第一道防线。

1.2  营造良好的食品生产运营环境
食品检测对于营造良好的食品生产运营环境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它对食品生产企业形成了强有力

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企业清楚其产品需接受严格检

测，为避免因不合格而遭受处罚与声誉损失，会主动加

强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从原材料采购源头把控，到

优化生产工艺、规范加工流程，再到严格的成品检验环

节，全方位提升食品生产的规范性与安全性。例如，大

型食品加工厂会配备专业的检测实验室，对每批次产品

进行多项指标检测。其次，在食品流通领域，检测结果

的公开透明能够促使销售商更加谨慎地选择供应商与产

品，推动整个食品供应链形成良性竞争环境，促使各环

节参与者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法规，共同营造一个卫生、

安全、有序的食品生产运营大环境，保障食品从生产源

头到消费终端的安全性与可靠性[1]。

2��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环境污染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环境污染给食品安全带来诸多严峻问题。工业污染

中，未经处理的废气、废水、废渣肆意排放，其中含有

的重金属如汞、铅、镉等，会通过土壤、水源进入农作

物和养殖水体，被植物吸收或在动物体内富集，最终进

入人体食物链。农业污染方面，过量使用的化肥、农药，

不仅污染土壤和水源，还会残留在农产品上，影响食品的

品质与安全。此外，大气污染致使酸雨增多，酸化土壤

与水源，改变农作物生长环境，可能导致作物营养成分

流失或有害物质积累。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环境中难

以降解，可在生物体内长期蓄积，随着生物迁移在食物

链中不断放大，极大地威胁着食品安全与人类健康。

2.2  食品添加剂过量使用问题
食品添加剂过量使用已成为食品安全领域的突出问

题。部分食品生产企业为了追求产品的外观、口感、保

质期等方面的优势，违背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过量添

加各类添加剂。在糕点制作中，过量使用人工合成的甜

味剂（如甜蜜素、安赛蜜）和膨松剂，不仅可能影响人

体正常的血糖、血脂代谢，对肝脏和神经系统产生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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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长期食用还可能增加患肥胖症、糖尿病等慢性疾

病的风险。一些企业为了使食品色泽更加鲜艳诱人，超

量使用着色剂（如胭脂红、柠檬黄），而某些着色剂在

体内可能会转化为有害物质，损害人体健康。甚至有不

法商家使用非法添加物，如苏丹红、三聚氰胺等，苏丹

红被用于辣椒酱等食品调色，可导致人体基因突变，而

三聚氰胺添加到奶粉中，引发了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等

严重后果，极大地危害了消费者尤其是儿童等弱势群体

的健康[2]。

2.3  食品生产、加工及流通环节的违规操作
在食品生产环节，一些企业卫生标准执行不力，生

产车间布局混乱，人员卫生管理松散，如员工未按要求

穿戴工作服、未进行手部清洁消毒便直接接触食品，致

使食品初始污染风险大增。加工环节中，存在不遵循工

艺规范操作的现象，例如在油炸食品时，为降低成本反

复使用高温劣化的油脂，产生大量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和

多环芳烃类物质。部分企业还会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流通环节里，冷链运输

设备不足或运行故障频发，致使需低温保存的食品如乳

制品、肉制品在运输和储存时温度失控，加速食品腐败

变质，同时食品包装在流通过程中受损，也易造成二次

污染，给食品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3��食品检测的发展趋势分析

3.1  免疫学检测技术
其核心原理是基于抗原与抗体的特异性免疫反应。

例如，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技术，通过将已知
抗体固定在固相载体表面，加入待检样品后，若其中含

有相应抗原，便会与抗体特异性结合，再加入酶标记的

二抗进行反应，最后通过酶催化底物显色来判定抗原的

有无及含量。在食品检测应用中，免疫学检测技术具有

诸多显著优势。它具有极高的特异性，能够精准地识别

目标物质，如特定的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致病微生物

及其毒素等，有效避免了其他物质的干扰。检测灵敏度

也相当出色，可检测出极低浓度的有害物质，对于痕量

污染物的检测表现卓越。而且操作相对简便快捷，不需

要复杂的样品前处理和大型昂贵的仪器设备，能够在较

短时间内对大量样品进行初筛检测，大大提高了检测效

率。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免疫学检测技术正朝着更精

准、更灵敏、更快速、更便捷的方向发展。例如，新型

免疫传感器的研发，将免疫反应与物理、化学传感器相

结合，实现了对目标物的实时、在线监测，能够在食品

生产加工过程中及时反馈质量信息，为过程控制提供有

力依据，多克隆抗体、单克隆抗体以及基因工程抗体技

术的不断创新，进一步提升了抗体的特异性和亲和力，

拓宽了免疫学检测技术在食品检测中的应用范围，有望

在未来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技术力量，为守护公众

健康贡献更多力量[3]。

3.2  农药残留食品检测技术
农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用以防治病虫

害、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农药残留问题却对食品安全构

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农药残留食品检测技术至关重要且

不断发展演进。第一，传统的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如气相

色谱法（GC）和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具有检测
精度高、准确性强的特点，能够对多种农药进行定性和

定量分析。例如，气相色谱法可有效分离和检测有机

磷、有机氯等挥发性农药，通过将样品气化后在色谱柱

中分离，利用不同农药的保留时间差异来确定其种类，

并根据峰面积定量。高效液相色谱法则适用于对热不稳

定、极性较强的农药残留检测，以液体流动相携带样品

在色谱柱中进行分离分析。第二，近年来，快速检测技

术蓬勃发展，以满足现场和即时检测需求。其中，酶抑

制法较为常用，它利用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对乙

酰胆碱酯酶活性的抑制作用，通过测定酶活性受抑制程

度来间接判断农药残留量，操作简便、检测快速，广泛

应用于农贸市场、基层监管等领域的初步筛查。免疫分

析法基于抗原抗体特异性反应，如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LISA），针对特定农药制备特异性抗体，能快速、
灵敏地检测目标农药残留，具有特异性高、灵敏度好的

优势。第三，光谱学技术如近红外光谱（NIR）和拉曼光
谱也逐渐应用于农药残留检测。近红外光谱通过分析农

产品在近红外区域的吸收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建

立模型，可实现对多种农药残留的快速无损检测，但模

型建立需要大量样本且准确性受样品基质影响较大。拉

曼光谱则利用激光与分子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拉曼散射效

应，对农药分子结构进行分析检测，具有无需样品前处

理、信息丰富等优点，不过其信号较弱，需要借助表面

增强拉曼光谱技术来提高灵敏度。

3.3  基因检测技术在食品检测中的拓展应用
基因检测技术在食品检测领域正展现出广阔的拓展

前景。在转基因食品检测方面，其可通过对特定外源基

因的精准筛查，准确判断食品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以及

转基因的种类和含量。例如，针对常见的转基因作物如

转基因大豆、玉米等，基因检测能够在复杂的食品基质

中快速锁定目标基因序列，有效区分转基因与非转基因

产品，满足日益严格的标签法规要求。

在微生物检测领域，基因检测技术的优势也极为显



工程学研究与实用·2025� 第6卷�第5期

51

著。它能够对食品中的致病微生物进行快速鉴定和分

型。通过检测微生物特有的基因标记，如细菌的毒力基

因、耐药基因等，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确定食品是否被

污染以及污染微生物的种类，还能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例如，在检测食品中的沙门氏菌

时，基因检测可一次性检测多种血清型相关基因，大大

提高检测效率和准确性，有助于及时追溯污染源，采取

有效的防控措施，降低食源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此外，

基因检测技术还逐渐应用于食品品质鉴定和溯源方面。

通过分析食品中特定基因的表达差异，可以评估食品的

新鲜度、加工工艺对食品成分的影响等，结合基因条形

码技术，能够对食品原料的来源进行精确追溯，从源头

保障食品安全，为构建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4  新兴食品检测技术的发展
第一基因编辑技术在食品检测领域崭露头角，它能

够精准地对食品中的特定基因序列进行识别与分析。在

转基因食品检测方面，可迅速确定其是否含有转基因成

分以及具体的基因改造细节，这有助于监管部门严格把

控转基因食品的市场准入，让消费者清晰地了解所购买

食品的基因构成，从而保障其知情权与选择权。第二，

光谱技术家族日益壮大，近红外光谱、拉曼光谱以及高

光谱成像技术各显神通。近红外光谱和拉曼光谱通过深

入探究食品中分子的振动和转动信息，快速且精准地获

取样品的化学信息，无论是食品成分含量的测定，还是

真伪的鉴别，都能高效完成。而高光谱成像技术更是青

出于蓝，它将光谱信息与图像信息完美融合，在检测食

品农药残留、剖析营养成分分布等方面表现卓越，并且

以无损、快速的特性在食品检测领域独树一帜。第三，

生物传感器技术凭借生物活性物质的特异性结合能力大

放异彩。酶、抗体、核酸等生物活性物质与目标物质一

经结合，便能将生物化学反应巧妙转化为可检测的物理

或化学信号，从而实现对食品中有害物质的快速甄别。

其超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使其能够在短时间内敏锐捕捉

到低浓度的污染物和病原体，无论是食品生产车间、加

工流水线，还是流通仓储环节，都能实时实地进行质量

监测。第四，低场核磁共振技术另辟蹊径，通过深度剖

析样品中氢原子核的弛豫特性，实现对物质组分的精确

定量与鉴别分析。在粮油种子含油含水率测定、牛奶掺

假甄别、肉类注水注胶鉴别等诸多方面都展现出了快

速、无损、精确的优势，有效规避了传统检测方法中有

机溶剂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与潜在危害[4]。

结束语

食品安全问题关乎民众的健康福祉，而食品检测作

为守护食品安全的关键防线，正不断发展演进。虽当前

仍面临诸多挑战，但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如新兴检测

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广泛应用，检测精准度与效率将大幅

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食品安全

的保障体系会愈发完善。不久的将来，人们定能毫无顾

虑地畅享美食，欣然迎接食品行业更为安全、健康且充

满活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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