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1 年 3 期 ( 下 )总第 454 期 生物科学

31

快检技术在食品药品检验中的应用
张庆雨　崔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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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食品药品行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而来的是各种食品药品造假情况，假冒伪劣食

品药品通过各种渠道在市场上流通，因此食品药品检验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快检技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检验技术，它具有

非常明显的优势。监管部门通过有计划地实施抽检，可以将执法成本降低，同时提高监管效率，为市场监管提供依托。在

本文中详细论述了食品药品检验中快检技术的应用。

关键词　食品药品检验　快检技术　市场监管

中图分类号：F407；F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1）03-0031-02

1 快检技术的特点和重要性

1.1 快检技术的特点

1. 简便性。大型实验室检验没有得到广泛推广，一方

面的原因是大型实验室数量少，另一方面是检验仪器具有

较大局限性，检验人员对仪器的使用不熟悉，实验室检验

操作复杂。因此，要想更好地落实和发展食品检验，需要

保证使用的操作过程简便，不需要操作复杂的仪器设备，

也不需要应用人员具有太强的专业知识，可以随时随地就

能检验。快检技术刚好具备了这些特点，因此它的应用可

以得到更好地推广。

2. 灵敏性。食品药品等都是和人们身体健康有着巨大

关系的产品，因此必须确保其健康和安全，快检技术必须

要具备很强的灵敏性，灵敏性强才能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

度，才能保证检验中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问题存在。因为，

检验过程中每一个步骤中都可能会有问题存在，因此要保

证检验结果的准确度，必须要具备很强的灵敏度。[1]

3. 高效性。对于食品药品检验来说，需要首先具备高

效的特点，因为每天市场上流动的食品药品数量庞大，检

验量也就非常大，如果不能快速检验的话，工作人员的工

作负担会非常重，检验任务难以按时完成，同时在检验中

出现风险的几率较高。因此，高效性是快检技术必备的特点。

1.2 食品药品开展快检技术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人们的生活质量

得到了明显提升，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重视了，

市场监管部门对于食品药品的监管力度也越来越大。但是，

当前我国大型的食品检验室数量较少，但是对于食品药品

的检验力度不能减少，应保证面面俱到，食品药品作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出现问题的地方特别多，从生产

到销售的每一个步骤都容易出现问题，因此必须要进行检

验，以此来确保食品、药品安全。为了应对食品药品检验

所需的高标准、严要求，快检技术应运而生，它具有的操

作难度不大，同时不需要使用复杂的仪器，也不需要操作

人员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检验。因此，

很好地满足了食品药品市场监管部门的使用需求，它的应

用为食品、药品安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2]

2 快检技术常用的检验方法

1. 外观鉴别。外观鉴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感官鉴别，也

就是说在检验过程中分析产品的包装、说明和性状等时通

过人的感官来进行分析和鉴别，同时在筛查中应用比较分

析和经验判断等方法的一种技术。外观鉴别一方面需要对

产品的标签、包装和说明书等进行仔细地外观鉴别，另一

方面需要对产品的形状等进行仔细地鉴别。感官技术中常

采用问、闻、尝、切和望五种分析方法。尤其需要注意的

是药品的外包装，药品外包装必须要进行规范化处理，达

到包装要求的标准，否则应将其视作可疑药品。此外，对

于药品和保健食品而言，它们是需要具备批准文号的，药

品名称和批准文号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网站上是可以

查询到的，否则应将其视作假冒伪劣。通过应用外观鉴别

可以初步对食品药品的外观性状进行判断，进而辨别真伪。

2. 理化鉴别。它指的是定性检测食品药品中的部分化

学成分独有的化学或是物理特性，通过检测其中的特殊气

体或是沉淀、变色等反应，或是检测其中的旋光度、相对

密度等物理常数来进行快速鉴别。

3. 色谱技术。不同的物质在两相中的分配系数有着差异，

食品药品混合物中的各种物质在两相中就存在着差异，溶

质如果在两相间呈相对移动，在两相间物质会进行多次分

配，用来将各组分分离开。色谱仪是用来进行色谱分离的

主要仪器。它包含了好几种色谱，而其中的薄层色谱和高

效液色谱是最常用的两种。薄层色谱因其简单的设备、简

便的操作被广泛应用于中成药检验中，比如对知柏地黄丸

等中成药的检验等。

4. 波普分析。对于该种检验技术而言，光学理论是它

的应用基础，物质和光间的关系是其应用的基本条件，通

过物质分子结构和电磁辐射间关系的构建，分析几何异构

和分子结构等多层面间的关系。它的优点非常方便，准确、

快速、灵敏等等。它包括的技术类型较多，但是近红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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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是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技术。市场监管中，这也是

常用的一种迅速、高效的技术，它在初筛方面具有极好的

作用，同时对样品造成较小的损伤。[3]

5. 免疫分析。这种技术是基于免疫学原理基础，它指

的是让抗体和抗原或是半抗原结合，让它们发生特异结合

发应，这种反应是自发且具选择性的，它所包含的技术有

好多种，比如荧光免疫分析和放射免疫分析等。

6. 快检试纸。这种方式应用的优势较为明显，那就是

检验速度非常快，同时操作较为简单，因此应用较为广泛。

当前，检验霉菌、大肠杆菌等时可以通过微生物检验纸片

来实施，被广泛应用于餐饮食品等特殊行业，检验速度快、

检测效率高，因此应用范围较广。

3 快检技术实施的方法

1. 细致调查。对于任何食品和药品而言，它们都是针

对特定人群的，比如这种食品适合这类人，那种药品只针

对某类症状人群等等，将这些产品的特性弄清楚，才能在

检验中根据这些特性选择适合的检验方法，才能让检验具

有更强的针对性，同时确保检验的速度和准确度。所以，

需要在检验前先对这些产品特性进行细致地调查。

2. 人员培训。快检技术操作简单、应用方便，对于工

作人员没有很强的技术要求，因此相关工作人员不用具备

太强的专业知识，但是相关工作人员仍然要进行必须的培

训工作。让快检人员积极参与快检培训，通过培训掌握好

快检知识，将相关操作流程掌握好。如果工作需要，可以

采取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方式，教给新员工快检方法，让他

们尽快掌握，以此促进监管效率。[4]

3. 监检结合。实际工作中，应该做到监检结合，将食

品药品快检和市场监管结合起来，将食品药品抽检的全面

性提升上去，同时还应确保具有针对性，确保切实为人们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把好关。

4 快检技术试验操作过程

1. 取样。取样是有着严格的取样标准的，那就是必须

要具有典型性及高度代表性，同时保证取样结果不要受到

误差的影响。比如：检验瓜果类蔬菜上的农药残留，一般

而言瓜果类蔬菜农药残留大部分都位于表面，可以在取其

表面部位，用于检测样品所用。

2. 称量。称量试样时需要按照指导书的要求来，称量

结果一定不能出错，完成称量工作后，需要在离心管底部

放置试样，试样如果处于粘稠状态，放置时可以利用吸管

来辅助完成，防止在离心管中试样被黏连住。

3. 配制溶液。在配制溶液时，溶液转移和盛装需要用

到容器，容器的材质要保证使用塑料材质或是玻璃材质，

严禁使用金属材质，因为溶液中物质的成分可能与金属材

质发生化学反应。溶液配制时需要使用去离子水和蒸馏水。

配置完成后，要对其进行密封冷藏，使用时将其摇匀。为

了保证好准确率，溶液配制时间不能多于一周，一旦超过，

需要重新配制。

4. 前处理样品。在前处理过程中，试验材料和试验仪器

的选择一定要核实，操作也要按照相关规程来。提取成分

时，需要合理设置好各种条件，比如：搅拌、浸取和萃取等，

这样才能获得最大提取效率。合理控制好离心速度和离心

时间，离心管在离心结束后应保证轻拿轻放，不要让检验

效果受到溶液互溶的影响或是溶液溅出的影响。

5. 检验注意事项。检验样品时，合理控制好时间和温度，

样品中的成分受到时间长或是温度高的影响会发生变化。

如果对检验结果存有异议，可以用国标方法进行验证。检

测食品中微生物，生物防护工作一定要做好，操作要按照

说明书的要求来进行。

6. 判定结果。每一个方法原理对应的的操作规范都是

不同的，判定检测结果需要根据不同的方法原理来实施，

检验中不能有主观因素掺在其中，数据信息一定要记录好。

如果有可疑结果或临界值存在，测定要不断进行重复，最

后的验证要根据对照组来进行。如果检验结果不同于已知

值，说明检验结果无效，测定需要重新纠正好再进行。

5 食品药品快检效率的提高策略

快检工作的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并将其作为常规使用

手段，将检验的针对性和准确度提高上去，将检验效率提

升上去。为了在食品药品检验工作中更好地应用快检技术，

需要将监检机制建立并健全，并用它来监督和监察生产销

售的各个步骤，通过快速、抽样和常规等检验方法，不断

展开检验，以此来保证检验工作的准确度和全面性。[5] 按照

我国的相关规定，在选择自身所需的快检产品时，一定要

选择检验合格已经获得了使用评价的产品。在食品药品检

验中快检技术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抽检中切实发

挥了实效，因此有着较高的检验效率，在食品药品检验中，

快检技术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有不足之处需要

弥补，以便让其在食品药品检验中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快检技术的应用优点非常多，在食品药品抽检过程中

应用它可以有效提高检验精确度和效率，针对性更强，因

此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它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等行业

的初筛，监管部门通过有计划地实施抽检，可以将执法成

本降低，同时提高监管效率，为市场监管提供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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