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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在食品安全检测中的最新应用

赵乐乐

嵩县食品药品检验所，河南洛阳  471400

引言

新时期以来，国际经济迅猛发展，食品产业已经成

为国际上各个国家相互之间竞争的重点产业。此时，一

方面为了把关国际食品进出口安全，一方面为了确保国

民食品食用安全，做好食品安全的检测工作十分有必要。

目前，针对食品安全进行检测时，生物技术是其中一项

十分重要的检测技术类型，充分为国民的食品安全提供

技术保障。但结合现有的生物检测技术应用情况而言，

仍旧存在检测技术应用不匹配、技术更新不足等情况，

影响了食品安全检测质量。鉴于此，本次研究工作展开

具有重要意义。

1  食品安全检测工作开展的意义

每个人的生活中，食品承担着人体营养补充的重要

功能，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

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就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内容。

例如在 2021 年所出现的安纽希婴儿配方奶粉菌落总数不

合格、河北青县养羊基地饲养料中添加瘦肉精等诸多食

品安全事件中，就可发现当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检测方面

仍旧存在较多不足，可见全面化、严格化做好食品安全

检测工作很有必要。由此可见，做好食品卫生的安全检

测工作，是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 [1]。此时，作

为把控国民食品安全的重要部门 - 食品安全检测部门，

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严控食品安全关，就成

为国民食品安全的重要工作内容。

2  生物技术在食品安全检测中的应用特征

2.1  精准性高靶向性强

长久以来，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公众所重点关

注的问题，尤其是微生物对于食品的污染案例越来越多，

导致公众的食品安全遭受了极大的威胁 [2]。此时，充分

利用生物技术做好食品安全的把关就成为重中之重。相

关研究表明，利用生物技术对食品安全进行检测，主要

是针对食品中所含有的各类微生物标准含量进行检测，

分析其各个含量是否标准，并鉴别其数量及种类，从而

快速找出食品中对于人体安全不利的微生物种类，确保

食品安全满足人体健康需求 [3]。与常规性的物化反应相

比，生物检测具有精准性高且靶向性更强的特征，其典

型性的生物检测技术代表就是胶体金免疫试纸，充分提

升食品安全检测质量。

2.2  快速检测农药残留

以浙江省为例，2019 年起，省内经济作物的农药使

用品类上已经高达 20 余种，对其应用生物检测技术完成

食品安全检测后发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农药残留问题，

致使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及食品安全遭受极大的农药残

留威胁 [4]。此外，结合相关调查研究资料显示，小规模

农作物种植农户在农作物种植时，所使用的农药品类一

般会控制在 10 种以下，与小规模农作物种植农户相比，

大规模种植农户在使用农药时，更符合单一、可控特征，

因此对其使用生物检测技术进行食品安全检测，不仅可

以提升检测效率，对于检测的精准性以及检测工作量的

提升也具有重要影响。

2.3  提升非法添加剂检测效率

根据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监管规定，进行食品安全检

测时，化学污染物一直是检测工作开展中的重点对象，

而非法添加剂作为一种典型的化学污染，对其做好食品

安全检测十分有必要。利用生物检测技术对食品安全进

行检测时，由于该技术是一种基于抗原 - 抗体特异性反

应下的免疫检测技术，所以具有成本低且检测速度快、

【摘要】为了进一步提升食品食用安全，本次研究中从食品安全检测的视角着手展开分析，文中首先分析了食品安全检

测工作开展的意义，结合生物技术这一检测方案展开深入性的探讨，在了解其检测特征基础上，分析生物技术在不同类型的

食品安全检测中的具体应用，旨在借此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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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过程简单的优势 [5]。学者雷洪涛在进行关于生物检

测技术应用在食品安全检测的课题研究过程中，研发了

一种能够快速在免疫原性弱识别机制不清或、特异性调

控困难时可以显著提升检测效率的创新型生物检测技术，

技术名称为“免疫法试纸条”，该技术可以有效针对食

品中的水产品组胺进行检测，且检测时间仅需 15min 即

可完成，目前已经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审核，并陆

续投放到肉类、蔬菜等食品的安全监测中，显著提升了

食品安全检测速度。

3  食品安全检测中的生物技术探讨

3.1  流动注射免疫分析法

流动注射免疫分析法属于一类自动程度极高的免疫

分析检测技术，其可以借助计算机完成检测期间的缓冲

液流速、自动进样以及检测数据处理等工作，对于农药、

兽药以及代谢产物的含量检测具有显著应用价值 [6]。一

般而言，此项技术可分为均相检测和非均相检测两种，

均相检测无需执行分离这一检测步骤，但因在样品含有

的杂质量较高因素的影响下，其所得出的检测结果受干

扰比较大，所以使用限制相对较大。非均相检测时，主

要将完成结合处理的标记物与未结合的标记物做分离处

理，分开时使用固相载体完成，以此提升检测结果的灵

敏度，并缩减检测期间的重复率。

例如，在进行虾、蜂蜜类食品安全检测时，就可

利用流动注射免疫分析法对食品中所含有的氯霉素残

留进行检测，固相载体选择生物相容性较高且表面积更

大的羧酸树脂珠，主要用于对更多的包被抗原做固定

处理。在优化条件下，得出了虾和蜂蜜的宽线性范围

0.001 ～ 10ng/mL（R2=0.9961），并可计算出检出限为

0.333pg/mL。经过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流动

注射免疫分析法应用后，不仅检测灵敏度较高，同时其

检测稳定性也比较高，利于提升食品安全检测水平。

3.2  荧光探针技术

既有的荧光探针检测技术应用时，其在受到激光发

光刺激后，会从激发态单重态回到基态，且在检测样品

外表呈现紫外、可见、近红外区特殊发光，此光被称为

荧光。荧光的形式会伴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改变，

导致环境变化的因素包括极性、折射率以及黏度等，此

类影响分子就是荧光性分子，此过程就是荧光探针检测

技术的应用原理 [7]。荧光探针技术应用于食品安全检测

中，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响应快速、灵敏度高以及选择性

高等方面。在应用荧光探针技术进行具体的食品检测期

间，西南科技大学天然产物课题组在 2022 年 5 月的研究

中，重点应用了荧光探针技术对食品安全进行检测，其

间探索了一类能够针对次氯酸盐选择性更良好、在亚硫

酸氢盐诱导下，也会出现变色的一类荧光探针检测技术，

该项技术在原有的探针检测技术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设

计，以此合成了一种能够针对食品中铜离子、亚硝酸盐

两种物质进行快速检测的荧光探针，在实际检测中，表

现出了十分显著的选择性和检测灵敏度，检测限较低，

LODFL=84μM、155μM，快速完成对于食品中铜离子、亚

硝酸盐两种物质的定性检测以及半定量检测工作。

3.3  基于酶的电化学生物传感检测技术

食品安全检测中，利用生物技术对其安全做好检测

工作，首先需要做好的就是针对各项检测技术的最新应

用加以了解和分析。在围绕基于酶的电化学生物传感检

测技术进行分析时可发现，其检测原理是将目标分析物

质在酶、组织、全细胞、免疫制剂等生物识别元件的特

异性生化反应生成作为检测的实验基础，随后将传感器

针对生化反应期间所转换出来的电信号、热信号以及光

信号进行目标分析，最后统计分析结果完成检测工作的

一类生物检测装置 [8]。例如，在进行L-谷氨酸的检测中，

由于此类物质在食品中的应用安全仍旧存在一定争议。

为此，技术人员在进行食品安全检测时，需要重点关注

技术检测的快速性以及准确性。本次所提出的电化学生

物传感检测技术，其主要采用由商用一次性丝网印刷铂

电极材料所制作的一类 L- 谷氨酸生物传感器，用于对食

品中的 L- 谷氨酸的含量检测，确保食品安全性的同时，

减少成本支出。

例如，针对牛肉进行食品添加剂安全检测时，就需

要重点做好牛血清白蛋白的检测工作，检测中将其与戊

二醛之间做交联处理，随后在一次性铂电极之上，做好

谷氨酸氧化酶的固定工作，其中铂电极以丝网印刷为主。

检测期间，牛血清白蛋白需要做修饰处理，本次使用了

氧化聚吡咯膜实现，以此制备出专项用于检测 L- 谷氨酸

的生物氧化酶传感器。随后对过氧化氢生成量进行检测，

其可以反馈出牛肉中的 L- 谷氨酸浓度，在此反应中，过

氧化氢主要是在 GLOD 催化反应做氧气消耗介导下的催化

反应所生成。经过具体的牛肉食品检测后得出其灵敏度、

检测线性范围以及检测下限，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4  生物技术在不同食品安全检测重点中的最新应用

4.1  转基因食品检测中的最新应用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使得更多的转基因食

品被研发出来，此类食品主要在农作物的初期种植时期

就进行基因转换，此举的目的在于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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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但针对转基因类食品进行分析能够发现，产品自

身的不稳定性比较高，且由于基因并非单纯植物自身所

有，会掺杂一定量其他植物的基因，而其他植物基因中

很可能会携带变异病菌或是变异病毒，继而导致食品食

用不安全问题随之产生。为了避免由于转基因食物对人

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就必须针对其做好安全检测工

作，检测的重点包括食品的过敏性、病菌耐药性等 [9]。

目前，应用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中的技术以微卫星分

子标记法以及mRNA差异显示法、巢式定性PCR法等为主。

4.2  检测食品原材料时的最新应用

自生物技术中基因组测序技术研发和更新以来，越

来越多动物、植物体内所含有的病原微生物基因密码被

先进技术应用下破解出来，技术人员通过对植物基因表

达序列芯片对比，就可找出被检测动植物基因中所存在

的病害，以此快速完成诊断处理 [10]。现阶段，食品安全

检测行业内，已经通过实验检测的形式，借助生物检测

技术对存在基因问题的食品原材料做检测处理，并通过

基因芯片找出经济作物中携带抗病虫能力、高产食品原

材料中的不足，以此从源头之处提升食品的食用安全性。

4.3  检测食品农药残留中的最新应用

食品安全检测中，生物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针对食

品中的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农业生产中，农药的有效使

用可以在种植阶段就可避免植物遭受病虫害或杂草的影

响，因此在植物种植过程中，将农药喷洒在蔬菜水果之

上是一种经济作物种植的必经流程和必要手段。但对农

药本身的化学性质进行分析之后可发现，其化学构成上

对于人体健康具有极大的威胁，一旦人体摄入含有农药

的植物加工食品，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事件 [11]。由此可

见，积极应用生物检测技术对食品中的农药残留进行检

测，十分有必要。目前，进行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检验时，

主要以两种生物检测技术为主，分别是生物传感技术和

生物酶检测技术，不仅检测效果以及检测效率比较突出，

同时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也更具广泛性。

4.4  检测食品致病菌中的最新应用

食品安全检测中，对于食品致病菌的检测，也是生

物检测技术应用的重要价值。经过行业专家学者的研究

下发现，对鼠伤寒沙门氏菌进行检测时，可利用光学免

疫传感器实现，此生物检测技术可以直接将沙门氏菌从

待检测液中分离出来，随后借助人工碱性磷酸酯酶进行

标记，标记物为二抗所形成的检测结构，由此就可得出

硝基苯酚的吸光度，最终检测出实际的沙门氏菌数量。

另外，也有相关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种电位交互式生

物传感器，该传感器能够对大肠杆菌脉酶作用下所生成

的 NEI 进行检验，检验时 P 值会发生变化，随后就可结

合P值大小的变化，反馈出食品中所含有的大肠杆菌数量，

以此提升食品安全检测中的致病菌检测效果。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检测中，想要进一步提升检测

工作质量，一方面需要针对食品制作的原材料做好质量

管理，以生物技术检测的方式，确保所有食品的原材料

品质。另一方面，还需做好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检测工作，

以此确认所有流入市场的食品安全均符合食用标准，为

国民的食品安全提供保障。此外，对于含有致病菌或是

转基因类食品的安全检测工作也不可忽视，如此才能真

正为我国的食品安全及食品监管工作开展质量提升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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