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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验检测中技术应用分析

刘Ǔ帅Ǔ张增英
沂南县检验检测中心Ǔ山东Ǔ临沂Ǔ276300

摘Ȟ要：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通过科学、系统的测试和评定，能够反映食品的质量状

况和安全水平。本文分析了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气相色谱法（GC）、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及生物检验检测技
术等主要技术应用，并探讨了技术挑战与管理挑战，如提升检测灵敏度与准确性、完善监管体系等。提出应加强技

术研发、提升检测人员专业能力与素质、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等对策，以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

益，支撑食品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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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在保障食品安全、维护公

众健康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食品产业的快

速发展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要求的日益提高，食品检验

检测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深入探

讨当前食品检验检测中的主流技术应用，包括其原理、

优势、应用领域以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

建议。通过全面分析，以期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科学依

据，推动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1��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概述

1.1  食品检验的定义
食品检验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技术规

范，对食品进行一系列科学、系统的测试和评定。这一

过程不仅涉及对食品本身的质量评估，还包括对食品原

料、加工过程、包装材料以及储运条件等多个环节的全

面检测。通过食品检验，能够客观地反映食品的质量状

况和安全水平，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科学依据。

1.2  食品检验的重要性
食品检验在确保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以及支

撑食品进出口贸易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确保
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检验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食品的质

量与安全性。通过严格的检验流程，可以及时发现食品

中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如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致

病微生物等，从而有效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保障消

费者的身体健康。（2）维护消费者权益：食品检验是维
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有权

了解其真实的质量、成分以及安全性。食品检验机构提

供的检验报告和认证标志，为消费者提供了重要的决策

依据，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购买选择。（3）支撑食品进
出口贸易：食品检验还在支撑食品进出口贸易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各国对食品的

质量和安全要求也日益提高。通过食品检验，可以确保

出口食品符合进口国的相关法规和标准，促进食品贸易

的顺利进行。

1.3  食品检验方法的分类
食品检验方法根据检验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可以分

为以下几类。（1）感官检验：感官检验是通过人的感觉
器官对食品的外观、气味、口感等特性进行直观评价。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受个人经验、感官疲劳等因素影

响较大，通常用于初步筛选和定性分析。（2）理化检
验：理化检验是利用物理和化学原理对食品中的成分进行

定量或定性分析。这类方法包括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

谱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等，具有灵敏度高、准确性好

的特点。理化检验可以实现对食品中各种营养成分、有害

物质以及添加剂等的精确测定。（3）生物学检验：生物
学检验是通过生物学实验手段对食品中的微生物、寄生

虫等有害物质进行检测。这类方法包括酶联免疫分析、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生物传感器等，它们能够高
效、快速地识别并定量分析食品中的生物性污染物[1]。

2��食品检验检测中主要技术应用分析

2.1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
（1）发展历程与原理。高效液相色谱法起源于俄国

植物学家茨维特的色谱实验，他利用植物色素在碳酸钙

柱上的分离现象，首次提出了色谱法的概念。HPLC则
是基于经典液相色谱发展而来的一种高效能分离手段，

具有高压、高效、高速、高灵敏度、高选择性等特点。

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混合物中各组分在流动相和固定相之

间的分配系数不同，通过两相的相对运动实现各组分的

分离。（2）应用领域。HPLC在食品添加剂、营养强
化剂、农药残留的检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它可

以用于检测食品中的防腐剂、抗氧化剂、色素等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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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强化剂的含量。同

时，它还可以用于检测食品中的农药残留，如有机氯农

药、有机磷农药等。（3）技术优势与限制。HPLC的优
势在于其高灵敏度、高分辨率和高选择性，能够实现对

复杂混合物的精确分离和分析。然而，它也存在一些限

制，如仪器成本较高、操作复杂、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

进行操作等。

2.2  气相色谱法（GC）
（1）工作原理。气相色谱法是利用气体作为流动相

的色层分离分析方法。它基于不同物质在相对运动的两

相（流动相和固定相）中具有不同的分配系数，从而实

现分离。各组分从色谱柱中流出的时间不同，形成不

同的色谱峰，据此可以对化合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2）应用范围。GC在农药残留、环境污染物的测定中
具有广泛应用。它可以用于检测食品中的易挥发有机化

合物，如农药残留、香料等。同时，它还可以用于环境

分析，如检测大气、水体和土壤中的有毒有害物质[2]。

（3）技术特点与局限性。GC具有高效能、高灵敏度、快
速分析等特点，能够分离和分析复杂的混合物或性质极

近似的物质。然而，它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对于非挥

发性物质的分析需要高温裂解气化，可能会导致物质的

分解或改变。

2.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1）基本原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是基于蒸汽中

的基态原子对特征电磁辐射的吸收来测定试样中该元素

含量的方法。当基态原子吸收特定波长的辐射时，原子

从基态跃迁到激发态，这种跃迁过程遵循量子力学原

理。通过测量吸收光的强度，可以计算出试样中元素的

含量。（2）检测内容。该方法主要用于检测食品中的金
属元素，如铅、镉、砷、汞等。这些元素对人体健康有

害，因此对其含量的准确测定具有重要意义。（3）技术
优势与前景。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优势在于其高灵敏

度、高选择性和高精度。它可以实现对痕量元素的准确

测定，并且干扰较少。随着现代仪器技术的发展，如连

续光源和中阶梯光谱的应用，以及微机控制的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的设计，使得该方法的应用前景更为广阔。

2.4  生物检验检测技术
（1）生物传感器技术、分子印迹技术、免疫分析技

术的原理与应用。生物传感器技术利用生物分子与传感

器的特定相互作用，将生物信号转换为可测量的电信

号。分子印迹技术通过在聚合物中形成与模板分子空间

构型相匹配的空穴，实现对模板分子及其类似物的选择

识别。免疫分析技术则基于抗原-抗体的特异性结合原

理，实现对目标物质的定量分析。（2）在农药残留、兽
药残留、重金属检测中的应用。这些技术在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重金属检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生物

传感器可以用于快速检测食品中的农药残留和重金属离

子；分子印迹技术可以用于分离和纯化目标分子；免疫

分析技术则可以用于检测食品中的兽药残留和过敏原

等。（3）技术特点与未来发展趋势。这些技术的特点在
于其高灵敏度、高选择性和实时性。它们可以实现对目

标物质的快速、准确检测，并且适用于各种复杂样品的

分析。未来，随着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不断发展，这

些技术将进一步提升其检测性能和应用范围。

2.5  色谱技术与光谱技术
（1）色谱技术的最新进展与灵敏度提升。近年来，

色谱技术在灵敏度、分辨率和自动化程度方面取得了显

著进展。例如，高效液相色谱法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高

效、快速、准确的分离分析方法；气相色谱法则通过采

用高灵敏度的检测器和先进的色谱柱技术，实现了对复

杂样品的高效分离和分析。（2）光谱技术的原理与应
用。光谱技术基于物质对光的吸收、发射或散射特性进

行分析。荧光检测技术利用物质在特定波长光的激发下

发出荧光的性质进行测定；红外光谱检测技术则通过分

析物质在红外光区的吸收特性来推断其化学结构和组

成。这些技术在食品营养成分分析、有害物质检测等方

面具有广泛应用[3]。（3）技术比较与优缺点分析。色谱
技术和光谱技术各有优缺点。色谱技术具有高效分离和

定量分析的能力，但操作相对复杂且成本较高；光谱技

术则具有操作简便、快速分析的特点，但灵敏度和分辨

率可能受到一定限制。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样品的

特点和检测需求选择合适的技术进行测定。

3��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的挑战与对策

3.1  技术挑战
（1）检测技术的灵敏度与准确性提升需求。在食品

安全检测中，灵敏度和准确性是衡量检测技术性能的重

要指标。然而，随着食品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新型食品添

加剂、农药及污染物的不断涌现，对检测技术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现有的检测技术往往难以同时满足高灵敏度

和高准确性的需求，尤其是在复杂基质中检测痕量有害

物质时更为困难。这不仅要求检测仪器具有高精度和高

稳定性，还需要检测方法本身具备高选择性和抗干扰能

力。（2）复杂基质中痕量有害物质的检测难题。食品基
质复杂多变，含有大量不同种类的成分，这些成分在检

测过程中可能会对目标物质产生干扰，影响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例如，在农产品中检测农药残留时，农产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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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营养成分、农药的降解产物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污

染物都可能成为干扰因素。此外，痕量有害物质的含量

极低，使得检测难度大大增加。如何从复杂基质中准确

提取并检测痕量有害物质，是当前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面

临的重要挑战。

3.2  管理挑战
（1）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的食品安全监

管体系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足，如监管覆盖面不够广、

监管力度不够强、监管手段不够先进等。这导致了一些

不法企业或个人在食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违规使用添加

剂、农药等有害物质，严重威胁食品安全。因此，完善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加强监管力度和监管手段，是当前

食品安全管理面临的重要挑战。（2）检测技术的标准
化与规范化。检测技术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是确保检测结

果准确性和可比性的基础。然而，由于不同地区、不同

部门之间的检测方法、仪器设备和检测标准存在差异，

导致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可信度受到影响。此外，一些

新技术、新方法在推广应用过程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

范，也影响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因此，加强检测

技术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工作，是当前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管理的重要任务。

3.3  对策与建议
（1）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针对检测技术面临的挑

战，应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提升检测技术的灵敏度和

准确性。一方面，要加大对新型检测仪器设备的研发力

度，提高仪器设备的性能指标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

深入研究新型检测方法和技术，如生物传感技术、纳米

技术、高通量测序技术等，以提高检测技术的选择性和

抗干扰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对复杂基质中痕量有害物

质检测技术的研发，如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生物芯片
技术等，以实现对痕量有害物质的准确检测。（2）提
升检测人员的专业能力与素质。检测人员的专业能力和

素质直接关系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提

升检测人员的专业能力与素质是保障食品安全检测质量

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加强对检测人员的专业培训，

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培训内容应包括

检测技术的基本原理、仪器设备的操作方法、数据处理

和分析方法等。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对

检测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进行定期考核和评估，确保

他们具备胜任检测工作的能力和素质。同时，还要加强

检测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他们的责任心和敬业精

神，确保他们能够以严谨的态度和负责任的精神从事检

测工作 [4]。（3）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

要手段。一方面，要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

订工作，明确食品安全的标准和要求，为食品安全监管

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的威慑作用。另

一方面，要加强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建立

科学、合理、实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标准应涵盖食

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包括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包装储

存、运输销售等。同时，要加强对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确保标准得到有效执行。此外，还要加强与国际

食品安全标准的接轨和合作，推动食品安全标准的国际

化进程。

结束语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的革新与应用，无疑是守护食品

安全的重要防线。经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技术不

仅提高了检测精度与速度，还有效应对了食品安全领域

的新挑战。展望未来，我们应继续强化技术研发，探索

更加智能化、便捷化的检测方法，同时加强国际合作，

共享检测技术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维护食

品安全，保障公众健康，推动食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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