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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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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食品安全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也直接影响着食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随

着食品种类的丰富和加工工艺的复杂化，食品中的潜在危害因素也随之增多，这对食品检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当前食品检测技术仍面临诸多挑战，制约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和效率。因此，本文深入研究食品检测技术

存在的问题，并探索有效的解决策略，旨在保障食品安全、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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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ood safe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global attention,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health and 

life safety of consumers,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With the enrichment of food types and the complexity of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e potential harm 

factors in food also increase,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food detection technology. 

However, the current food testing technology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deeply studi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food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explores effective solution strategies, aiming to 

ensure food safet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Keywords  :  food testing technology; advanced testing technology; optimize process; reduce cost;  

simplify steps

一、食品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

（一）检测精度待提升

食品的成分复杂多样，包含大量的有机物、无机物以及各种添

加剂等，在检测特定的目标物质时，容易受到其他成分的干扰，影

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在检测食品中某些特定的农药残留或重金属

的微量有害物质时，由于食品中其他成分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检测

信号被掩盖或误判，使检测精度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不同的检测方

法和仪器在精度上存在差异，先进的检测技术，虽然在理论上具有

较高的精度，但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受到环境因素、操作人员技

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检测精度不稳定。

（二）耗时长效率低

对于含有复杂基质的食品样品，需要进行提取、净化、浓缩

食品检测技术是指根据生物化学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按照国家制定的食品质量、卫生、安全标准，对食品的原材料、辅佐料等

进行检测的过程，旨在确保食品的质量、安全性和合规性，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权益，涵盖了多种方法和手段，包括感官检测、理化检

测、色谱技术、质谱技术、光谱分析、生物检测技术等，这些方法各有特点，适用于不同的检测需求和场景。通过提升食品检测技术的

准确性和效率，不仅能够更及时、准确地发现食品中的安全隐患，有效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益，而且有助于食

品企业加强质量控制，提高产品竞争力，辅助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市场秩序，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等多个步骤，才能进行后续的检测分析，这些前处理过程需要耗

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严重拖慢了检测的进度 [1]。检测方法需要等

待试剂反应完全、仪器稳定等，这些等待时间加起来会延长检测

的总时间。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快速得出检测结果以采取相应的

措施，但现有的检测技术无法满足这种时间要求，影响了对食品

安全问题的及时处理。

（三）设备成本高昂

先进的检测设备通常价格昂贵，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仪等高端仪器，购买价格高昂，维护和运行成本也

很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和维护，并定期进行校准和

维修，这都增加了检测的成本 [2]。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的检测

技术和设备不断涌现，为了保持检测的准确性和先进性，检测机

构需要不断更新设备，然而，频繁的设备更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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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对于小型检测机构或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四）样品前处理繁琐

不同类型的食品需要不同的前处理方法，对于固体食品、液

体食品和半固体食品，其前处理方法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于

肉类、奶制品、蔬菜，增加了检测的工作量，导致目标成分的损

失或污染 [3]。前处理过程中需要使用多种化学试剂和仪器设备，这

些试剂和设备的选择和使用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否则可能会

影响前处理的效果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在提取和净化过程中，

如果选择的试剂不当，会引入新的杂质或干扰物质；如果使用的

仪器设备操作不当，会导致样品损失或污染。

二、食品检测技术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研发高精尖检测技术

加强对新型检测材料的研究，开发具有高选择性和高灵敏度

的纳米材料传感器，能够特异性地识别目标物质，减少其他成分

的干扰。利用纳米金颗粒的光学特性，可以设计出针对特定农药

残留的快速检测传感器，当目标农药存在时，纳米金颗粒的颜色

会发生变化，通过肉眼或简单的仪器即可判断农药是否超标。以

检测蔬菜中的某种特定农药残留为例，准备含有纳米金颗粒的检

测试剂，将待检测的蔬菜样品进行简单处理，提取其汁液；将提

取出的汁液与检测试剂混合，如果蔬菜中含有目标农药，农药分

子会与纳米金颗粒发生特定的相互作用，导致纳米金颗粒的聚集

状态发生改变，此时，纳米金颗粒的颜色会从原本的红色变为蓝

色或紫色等。检测人员可以通过肉眼直接观察颜色变化，或者使

用简单的分光光度计等仪器进行更精确的判断，若颜色发生明显

变化，即可初步判断该蔬菜样品中农药超标，需要进一步采用专

业检测方法确认具体的农药含量，以便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保

障食品安全 [4]。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提升检测的准确性和

智能化水平，通过对大量的检测数据进行分析和学习，建立智能

检测模型，能够快速准确地判断食品中的成分和质量。在检测食

品中的添加剂时，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对复杂的光谱数据进行

分析，准确识别出不同种类的添加剂及其含量 [5]。结合生物技术和

化学分析方法，开发出更加灵敏和准确的生物传感器，用于检测

食品中的微生物和毒素。

（二）优化流程缩短时间

对样品前处理过程进行简化和优化，采用固相微萃取、超临

界流体萃取等先进的样品前处理技术，可以快速有效地提取目标

成分，减少传统方法中繁琐的步骤和时间消耗。固相微萃取技术

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对食品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提取，缩短了样品

前处理时间。以检测水果中的挥发性有机物为例，准备固相微萃

取装置，包括萃取纤维等部件，将水果样品进行适当处理，如切

碎或榨汁以增加挥发性有机物的释放；将固相微萃取纤维暴露在

水果样品的上方或插入样品中，由于萃取纤维对挥发性有机物具

有选择性吸附作用，在几分钟内，目标挥发性有机物就会吸附在

纤维上；随后，将萃取纤维插入气相色谱仪等分析仪器的进样口

进行热解吸，分析仪器会对解吸出来的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分离和

检测，确定水果中挥发性有机物的种类和含量 [6]。合理安排检测顺

序和流程，根据不同检测项目的特点和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检

测计划，避免重复操作和等待时间，对于可以同时进行的检测项

目，采用并行检测的方式，提高检测效率。利用自动化和智能化

设备，实现检测过程的自动化操作，使用自动进样器、自动化分

析仪器等，减少人为操作的时间和误差，提高检测速度 [7]。

（三）降低设备购置成本

鼓励国内企业加大对食品检测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力度，通过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国内检测设备的质量和性能，降低生

产成本。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

生产，给予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扶持措施，加强国内企业与科

研机构的合作，共同攻克关键技术难题，提高国内检测设备的竞

争力 [8]。推动检测设备的共享和租赁模式，建立检测设备共享平

台，让不同的检测机构和企业可以共享设备资源，减少设备的重

复购置和闲置浪费，小型检测机构或企业可以通过租赁设备的方

式，满足临时的检测需求，降低设备购置成本。以某小型食品加

工企业为例，该企业需要对其新生产的一批果酱进行农药残留检

测，由于其自身没有专业的检测设备，若购买设备成本过高，此

时，企业可以通过检测设备共享平台寻找所需设备，在平台上，

企业提交检测需求和时间要求，平台根据其需求匹配合适的检测

设备提供方。设备提供方可能是一家大型检测机构，双方通过平

台协商租赁价格和使用期限等事宜，确定后，小型企业在约定时

间内取得设备使用权，进行果酱样品的检测，检测完成后，按照

约定归还设备。这样，小型企业以较低成本满足了临时检测需

求，而大型检测机构的闲置设备也得到了充分利用，减少了设备

的重复购置和闲置浪费，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食品检

测行业的高效发展 [9]。

（四）简化样品处理步骤

开发新型的样品处理技术和方法，采用直接进样技术，无需

对样品进行复杂的前处理，直接将样品注入检测仪器进行分析，

缩短样品处理时间，减少试剂的使用和废弃物的产生。结合微流

控技术和芯片实验室技术，实现样品处理的微型化和自动化，利

用微流控芯片可以在微小的空间内完成样品的提取、净化和分析

等多个步骤，提高检测效率 [10]。优化现有样品处理方法的参数和

条件，通过对提取剂的选择、提取时间、温度等参数的优化，提

高样品处理的效率和效果。在提取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时，选择更

加环保和高效的提取剂，减少提取时间和温度，提高提取效率。

以检测茶叶中的农药残留为例，确定一种环保高效的提取剂，某

种新型的生物降解性溶剂，将茶叶样品粉碎后，取适量放入容器

中；加入选定的提取剂，控制提取温度在相对较低的水平，通常

为 40℃左右，避免高温对农药残留的影响以及降低能源消耗；然

后进行搅拌或超声处理，加速提取过程，由于提取剂的高效性，在

较短时间内，通常为 30 分钟左右，农药残留就会从茶叶中充分溶

解到提取剂中；接着，对提取液进行过滤或离心分离，去除杂质；

最后，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对提取液进行进一步检测

分析，提高农药残留的提取效率，而且更加环保，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为准确检测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提供可靠的前期处理步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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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语

针对食品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以下解决策

略：通过加强新型检测材料的研究，开发具有高选择性和高灵敏

度的传感器，减少对其他成分的干扰，提高检测精度；结合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提升检测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对食品成分的

快速准确识别。采用先进的样品前处理技术和自动化检测设备，

简化样品处理步骤，缩短检测时间；合理安排检测顺序和流程，

避免重复操作和等待时间，提高检测效率。鼓励国内企业加大研

发力度，提高检测设备的质量和性能，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检测

设备的共享和租赁模式，减少设备的重复购置和闲置浪费，降低

检测成本。开发新型的样品处理技术和方法，如直接进样技术和

微流控技术等，减少试剂的使用和废弃物的产生，提高检测效

率；优化现有样品处理方法的参数和条件，提高样品处理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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