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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目前在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环节抽样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食品安全抽样工作的建

议，旨在提高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效率，为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参考。方法：介绍食品抽样

检测的定义及食品安全抽检的内容、现阶段食品安全抽样的状况，分析抽检过程遇到的问题：抽样任务

部分重复；抽样任务难以完成；抽样人员缺乏专业知识；餐饮抽样中涉及外购原料再加工后的问题样品

难以溯源；部分被抽检样品信息标注无规范；样品贮存和运输过程中缺少温度和湿度的全程监控；被抽

检单位不予配合。结果与结论：建立各级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机制；配备按食品要求的贮存

和运输设备；追溯被抽检样品的来源；制定部分被抽检样品信息标注规范；提高抽样人员专业知识水平；

加大食品安全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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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existing problems in food safety sampling, such as food production sector, 
circulation sector and catering sector and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work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enhancing 
the supervision of food safety. Methods: The definition of food sampling inspection and contents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were introduc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were analyzed, such as, sampling task partially repeated; sampling tasks difficult to be completed; 
sampling personnel lack i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amples in question purchased outside and processed during 
catering sector difficult to trace the source; partial samples without annotation standard; samples lacking of 
monitoring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during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process; inspected companies failing to 
cooperate with. Results and Conclusion: Food safety sampling inspection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be establis hed;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food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the source of the samples should be traced; annotation standards of the sample 
inform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vel of sampling personnel should be improved; food 
safety publicity should be increased.  
Keywords： food safety monitoring; sampling inspection; sampling problems; food production sector, circulation 
sector; catering sector;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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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 2 月 1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施行后，又陆续发布了相应的文

件和规定，进一步完善了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

相关程序和要求。食品抽样检测是指从批量食品

中取出一部分作为其整体的代表性样品进行检验

的一种检测方法 [1-2]。食品安全抽检包括监督抽检 [3]

和风险监测 [4-7]，其中包括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

餐饮环节 [8]。抽样是获得分析数据的基础，而掌握

正确和合理的抽样方法则是分析检验中最基础和

最重要的环节 [9]。因此，制定详尽、合理、公平和

科学的抽样方案才能保证检验任务有效进行。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 [10]。在我国，这种事后监管的方式

在食品安全监管中还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它能够防止或减少不合格、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

在食品安全抽样检验过程中，抽样过程的规范性和

抽取样品的代表性决定了检验结果的有效性、可靠

性和公正性。目前，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包括风险监

测、监督检查、专项整治、案件稽查、事故调查、

应急处置等。近年来，各级监管部门每年都要组织

和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进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其

结果可反映食品安全总体情况，并对出现的倾向性

问题提出防范措施。笔者曾参加了国家和省级食品

安全抽样任务，遇到了实际问题，经过分析，提出

改进抽样工作的建议，供参考。

1   在生产、流通和餐饮环节抽样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
1.1   抽样任务部分重复

国家、省级和地方（市、县）监管部门每年都

制定食品安全抽检计划，有时在同一时间内下达抽

检任务，如果相应的抽检工作机制不够成熟，就会

给抽检工作计划与任务分配的统筹协调带来困难，

造成部分抽检任务交叉或重复。但由于被抽检单位

数量有限，而抽检量大，地方的抽样任务就与国家、

省级的抽检任务部分重叠，造成被抽检单位重复抽

样 [11] 或抽不到样品。

1.2   抽样任务难以完成

由于各地区群众的饮食习惯及风俗不尽相同

而给抽样增加难度。例如餐饮环节，若不了解当

地的风俗习惯，对某些地方下达大量米线米粉抽

检数量任务，但是当地又没有吃米线米粉的习俗

或被抽检单位数量较少，造成抽检数量达不到抽

样任务的要求，导致抽样任务难以完成。

1.3   抽样人员缺乏专业知识

抽样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抽样人员不仅

要了解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工作

程序 [12]，还要了解被抽检样品的属性和相关标准

（包括检验项目），这样才能保证被抽检样品是

有效的样品，能够作为检验之用并不影响检验结

论的正确判断。比如在生产和餐饮抽样环节中，

按照食品分类要求，米线米粉的抽样主体应是以

大米为主的制品，番薯粉、大豆类制品等都不属

于大米类别。另外，对食品安全标准不熟悉，使

得抽取的样品量达不到检验的要求数量，如果再

补抽会有同一批次的样品已销售完的情况。

1.4   餐饮抽样中涉及外购原料再加工后的问题样

品难以溯源

被抽检单位有时将外购原料再加工后出售，一

旦被抽检样品出现问题，就涉及到外购原料环节的

溯源。在餐饮抽样环节中，食品生产经营者将外购

的原料再加工后销售，如果被抽检样品是不合格的

样品，就无法确认该样品是在生产环节出现的问题，

还是被抽检单位再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

有的火锅店会将外购的火锅底料再加工，在再加工

过程中可能会染菌，也有不良商家加入非法添加的

物质。又如，卖米线米粉的小吃店，会将外购的米

线米粉自行加工进行浸泡，抽检时应该将未浸泡和

浸泡后的米线米粉样品都作为被抽检样品，出现不

合格的检测结果就可以追溯样品来源。

1.5   部分被抽检样品信息标注无规范

部分被抽检样品由于其特殊性，相关部门并没

有出台相应的国家标准来规范其标签标示。而食品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标签标示是食品检验结果判定

的主要依据之一。如餐饮环节中的即食食品，抽样

人员抽到一般是前些天或者当天生产的，也可能没

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标签标示，于是就无法保证

被抽检样品的真实信息。另外，样品的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的信息与某些检验项目密切相关，如餐饮环

节中的冷热加工糕点的保质期是有限的且比较短，

而保质期的长短与微生物检查项密切相关，一旦涉

及到不合格的结果，会给复检带来困难。因为从对

食品进行抽检到得出抽样检验的结果，然后给相关

食品销售者的意见反馈，最后食品销售者申请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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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等等一系列的工作所耗费的时间一般在 20 个

工作日以上，而冷热加工糕点的保质期较短，无法

将留样样品保存到复检期。

1.6   样品贮存和运输过程中缺少温度和湿度的全

程监控

抽取样品的贮存和运输是抽样工作的一个重

要环节。某些食品对温度和湿度有特殊的要求，但

是在基层被抽检样品的贮存和运输过程中，有时缺

少全程温度和湿度的监控系统或者缺乏控温控湿等

设备，这将严重影响所抽样品的真实性，甚至影响

检验结果的公正性。

1.7   被抽检单位不予配合

在食品安全标准中，某些设定的检测项目比较

多且复杂，被抽检单位有时会表示不理解或不配合。

比如，同一批次的被抽检样品达不到检验要求的数

量时，抽样人员要求抽取更多的样品，被抽检单位

就会以种种借口不予提供。在生产环节中，有时被

抽检单位有意减少提供的样品数量以减少风险。

2   提高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环节抽样工
作效率的建议  
2.1  建立各级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机制 

在做好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的顶层设计的

同时，国家、省级和地方监管部门制定食品安全抽

检计划时应当有个时间差，这样可避免重复抽样。

各级监管部门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群众的饮食习俗合

理制定抽检任务；另外，在传统的节假日来临前可

加大节令性食品的抽检，比如在元宵节和端午节前

加大对元宵和棕子的抽样。监管部门也可以根据工

作需要不定期开展食品安全抽检工作。

2.2   配备按食品要求的贮存和运输设备

某些被抽检样品对温度和湿度有特殊要求。由

于运输时间不同，天气和交通情况的差异，会导致

温度和湿度的改变而无法保证样品的贮存和运输要

求，从而影响最终的检验结果。比如餐饮抽样环节

中的冷热加工糕点、火锅底料等。对于有要求需要

冷藏、冷冻的样品，整个运输过程都应该配备符合

要求的冷链运输设备，保证样品运输过程符合要求。

做到运输全程能够有效地监控温度及湿度的变化，

保证抽检的样品符合相关规定和包装标示的要求。

2.3   追溯被抽检样品的来源

涉及到外购原料再加工后出售的被抽检样品，

还要抽检未加工的同批次外购原料。在餐饮抽样环

节中，食品生产经营者将外购的原料再加工后会改

变外购原料的理化性质以及微生物条件等。抽检未

加工的外购原料和经再加工后出售的样品，如果被

抽检样品出现问题，通过检验结果就可以判断责任

主体是原料生产经营者还是外购原料再加工食品生

产经营者。同时，食品生产经营者还需查验供货者

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及购买凭据，一旦出现问题

样品，就可以追溯到问题样品的来源。

2.4   制定部分被抽检样品信息标注规范

统一制定即食食品的样品信息标注规范，至

少保证生产日期、保质期和生产批号的信息完整。

由于餐饮抽样环节中的冷热加工糕点是属于即食食

品，没有相关规定要求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和生

产批号等信息，这些重要信息的缺失或不准确会给

后续的检验及监管工作带来困难。出台相关的即食

食品的信息标注规范可以保证被抽样检品信息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

2.5    提高抽样人员专业知识水平

抽样人员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被抽检单位询

问食品安全标准及相关检测项目等问题。如果抽

样人员具备较高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

水平 [13-15]，就能较好地解答相关问题，这也是做

好抽样工作的一个条件。当然在提高理论水平的

同时，更要注重熟练掌握实践操作。

2.6   加大食品安全的宣传  达到社会共治

食品安全涉及到每一个人，因此，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监管部门都必须了解和遵守食品安全相关

法律法规，特别要提升广大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

参与意识。新的《食品安全法》明确了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要承担保证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

在抽样过程中需要被抽检单位（生产经营企业）的

密切配合与协助，才能更好地开展抽检工作。同时，

新闻媒体也有义务引导和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形成一个维护食品安全、全

民监督、积极维权的社会氛围 [16]。

3   结束语
抽样人员掌握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

知识，严格按工作规范和抽样工作流程，开展食品

安全采样、储存和送样等工作是获得有效、可靠和

公正的食品检验结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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