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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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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市场结构愈加复杂的趋势下，部分企业为赢得一

定的立足之处，将自身的目光集中于食品生产成本降低

方面上，甚至未对自身生产的产品进行检测，对食品生

产环境的整洁程度重视性不足，使得其生产的部分食品

未达到相应要求与标准，危及人们的健康性。故而，相

关监管部门应提升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充分履行自

身的职能，对检测技术加以创新，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开

展检测工作，使食品安全得到保障，明确食品中所具有

的有害物质，为解决措施的制定提供支持，进而实现对

食品生产商行为的规范。

1  食品安全概述

食品安全一般是指在食物的制造、生产、包装、贮藏、

运输、交易以及食用环节中符合国家规范的规定 , 并且

不会含有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毒性有害物质，造

成人们中毒，或对消费者产生的重大影响。随着社会的

进步，人们对有机农业、有机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的需

求量也在日益提高。有机农产品是指纯天然、有机、安全、

高营养的食物 , 也叫作“生态食品”。但绿色农产品和

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质量都应当达到有关国家技术标

准、技术规范的要求 , 经特别审批。此后 , 又相继产生

了一批转基因产物 , 这些都是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重要

产物。目前虽然未有针对转基因食品危害我国消费者的

直接研究，但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下列潜在影响 : 破坏

人类免疫、引起过敏综合征、对身体产生毒害、使人体

抵抗药物，以及影响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

2  食品安全检测的意义

食品安全管理事关人民的健康平安、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 , 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近几年食品安全事件的

发生，主要是利益关联性加大，部分经营者法律意识薄

弱，存在无知、假冒伪劣食品的生产的现象。有的利用

非食品原料开展食品生产活动 , 有的滥用或不当利用漂

白剂、杀菌药剂、食品色素等物质生产食品 ,有的掺假、

生产假酒、降解奶粉、利用工业废油生产食用油等。所以,

有效运用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 拓展食品检验范围 , 从根

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十分关键。

3  在食品安全方面常面临的风险

3.1  生产原料存在的问题

在食品加工与生产行业中，其引进的生产原料不仅

涉及农业，而且涉猎畜牧业。人们在种植与养殖过程中，

为提升两者的生长速度，为其创建相对良好的生长环境，

可能会对农药与化学制剂等进行利用，使得其存在一定

的药物残留。若未对其进行处理，利用其生产的食品质

量得不到保障，进而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部分企业未对生产原料进行检测，未发现其中存

在的有害物质，导致食品质量的降低 [1]。

3.2  水资源存在的问题

当前，水资源污染问题是我国首要面临的问题。食

品加工与生产行业在制造食品过程中，对水资源的利用

较多，若不对其进行处理，会直接影响食品质量。与此

同时，水资源污染，也会影响食品生产原料，使其产生

金属离子过高等现象，进而降低食品质量。此外，若企

业未对水资源净化系统进行更新，水资源的纯净度会随

之降低，使得食品产生安全问题，制约食品市场的发展。

【摘要】食物是人体运行的能量来源之一。其安全性与人体健康具有密切联系。因此，相关企业与商户应提升对食品安

全的重视程度，并对相应的检测技术进行研究，对其进行灵活利用，提升食品质量，降低其产生安全问题的概率。同时，该

技术的发展，有助于食品检测精准程度的提升，促进对其中有害物质的明确，为相应解决措施的建立做好铺垫。本文阐述了

在食品安全方面常面临的风险，分析了我国在对食品安全性进行检测时所涉及的技术，并提出一定的策略，以期推动食品安

全检测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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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在对食品安全性进行检测时所涉及的技术

我国在对食品进行检测时，所涉及的技术类型较多，

对食品不同成分检测，可使用的检测技术也具有一定差

异。因此，应提升对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掌握程度，以

食品特点为依据，选取相应的检测技术，提升检测的精

准性，促进食品检测质量的提升，为食品市场的稳定运

转做好铺垫。

4.1  色谱仪技术的利用

相关单位在对食品进行检测时，对色谱仪技术的应

用较多，不只可利用该技术对食品生产原料进行检测，

掌握其中的药物残留量；还可对食品中真菌与霉菌的含

量进行检测，降低食物中毒情况发生的概率。从食品生

产准备环节进行分析，相关企业或商家在对生产原料进

行引进时，如青菜、家禽与家畜等，受其生产环境的影响，

可能存在一定的药物残留，利用其生产的食品，虽不会

在短期内危及人们的身体健康，但会在长期食用情况下，

出现慢性中毒问题，使得人体内部各器官的运行陷入一

定困境，进而使其产生一定的疾病。因此，可利用气象

色谱仪对生产原料进行检测，明确其具备的药物残留量；

使用液相色谱仪对其是否具备磺胺类药物进行检测，了

解相应的含量，为处理措施的制定提供支持 [2]。

从食品所具备的真菌与霉菌方面进行分析，真菌会

随着食物储存时间的增加而增多，对食物造成污染，甚

至使得毒物累积量随之增加，若人们对此类食品进行食

用，会导致其患病概率的增加，可能引发癌症，威胁到

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应对液相色谱仪技术进行利用，

定期对食品进行检测，掌握真菌群数量与规模的变化，

对食品的储存时间进行控制，使食品安全得到保障。相

关单位应注重对食品检测技术的研发，推动其升级更新

速度的加快，进而降低其运行成本，推动技术完善程度

的提升，实现饮食安全的目标。

4.2  金属离子检测技术

若食品中涵盖的重金属离子较高，其毒性也会随之

增强。受重金属特性的影响，如积蓄性与半衰期等，其

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较大。因此，单位与企业应提升

对重金属的重视程度，并利用金属检测技术对其含量进

行确认，如原子吸收法等，促进食品安全性的提升 [3]。

同时，可利用电感耦合法对金属离子进行检测，明确食

品中所具备的铁、锌等元素含量，保证检测结果的精确性，

提升金属回收率，使得该技术获得十分广泛的应用。此外，

金属离子检测所涉及的技术较多，应以检测对象为依据，

选取不同的检测技术，保证检测工作的针对性，使其获

得良好成效。

4.3  氰化物原子荧光技术

在食品检测工作中，会对氰化物原子荧光技术进行

利用，提升检测数据的精确性，促进检测质量的提高。

该技术的应用程度较高，并在其基础上诞生了微波检测

技术，该技术的诞生与发展，与其他技术具有良好的融

合性，进一步增强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使得检测数据更

具可靠性。现阶段，我国愈加注重婴幼儿的饮食安全，

并在其食品检测中投入更多精力。而微波检测技术的应

用，可对食品中的砷元素进行检测，明确该元素的含量，

对婴幼儿的健康加以维护，为其健康成长做好铺垫。

此外，在对生产原料进行预处理时，可对微波消解

技术进行灵活运用，对其中存在的有害物质进行剔除，

消除其中存在的残留物质。若将该技术与相应萃取设备

进行结合，会将有害物质分离出来。将该技术与红外线

光谱检测技术进行融合，有助于食品定量分析质量的提

升，明确食品形态特点，推动食品分析工作的顺利进行，

提升对其不同成分的掌握程度 [4]。

4.4  生物检测技术的应用

生物检测技术的诞生较晚，发展时间较短，加之其

在成本与精准性等方面的优势，使得我国在该技术研究

中的投入不断增加，促进其分支类型的增加，提升检测

质量。首先，对酶联免疫吸附技术进行分析，其服务对

象需具备含量较高的蛋白质，所依赖的载体为快速筛选

系统，对食品中汞离子的含量进行检测，实现对食品药

物成分的分析。然而，我国当前所使用的该技术是，是

从生物蛋白酶方面着手，使检测结果的精确性得不到保

障，甚至可能出现较大的误差。故而，我国加大对生物

酶替代物的研究力度，在多方对比与筛选后，确定对普

鲁士蓝纳米粒子的应用，提升检测工作的稳定性，使得

检测成本有所降低。其次，应对 PCR 技术进行分析，其

对食品中涵盖的DNA形式分析加以放大，提升检测成效，

保证检测工作的灵敏性 [5]。但其操作难度较高，导致其

普及性受到制约。最后，对生物传感技术进行分析，其

利用的载体为相应信号，提升信息获取效率，以最快的

速度对食品检测成分进行提取。

5  在食品安全方面提升检测水平的有效路径

食品是人们直接入口的食物，人们主要是通过其进

行能量的吸收，进而保障人体活动的正常进行。若食品

质量达不到相应标准，甚至出现一定的安全问题，会直

接影响人体各器官的活跃性，可能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产

生。因此，应对食品质量予以高度重视，对其安全性进

行检测，对食品的构成成分进行详细分析，及时发觉其

中存在的有害物质，明确食品质量是否达到相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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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食品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

5.1  保证食品安全检测标准的统一性

现阶段，食品安全已然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重点，

也是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为保障食品市场的稳健发展，

相关监管部门与检测单位愈加注重自身责任的履行，并

对相关检测技术进行灵活运用，提升食品检测水平，促

进食品检测工作的精准性建设。然而，我国食品正处于

推陈出新的发展阶段，使得食品市场随之产生变动，相

关单位在对食品安全进行检测时，所涉及的检测标准统

一性不足，检测质量得不到保障，不利于食品安全管理

水平的提升。故而，相关企业与单位立足于自身实际，

着眼于未来，进行相关规范的制定，使得食品检测工作

的开展有据可循，提升检测技术的针对性，对食品中有

害物质及时发觉，进而是相对有毒物质含量的确认，为

食品安全规章制度的完善打下坚实基础 [6]。此外，相关

部门应根据市场发展，对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加以完善，

保证其检测标准的统一性，推动检测工作质量的提升。

5.2  提升食品安全检测机制的完善性

食品安全检测机制的完善程度会直接影响检测工作

的开展，是检测工作的重要依凭，关乎检测结果的精准

性。因此，相关部门与单位应建立相对完善的检测机制，

保障检测工作的开展有据可循从，使食品质量获得保障。

首先，应提升对不同类型食品的了解程度，掌握其所具

备的特点，明确不同类型食品易产生的质量问题，并以

此为依据进行检测体系的构建，提升其健全程度，保证

食品检测技术的针对性，有效防止检测漏洞现象的出现，

提升食品检测工作的全面性、其次，应注重对检测技术

的应用，根据时代要求的不同与检测要求的差异，对技

术应用方案加以改进，推动食品检测体系的更新，提升

其与行业发展要求的符合程度，为食品行业的稳健发展

奠定基础 [7]。最后，相关工作人员应充分掌握相应的检

测技术，并对相应的规章制度予以遵循，对食品市场进

行控制，提升其安全程度，为人们的健康提供保障。此外，

应对奖励机制进行完善，对检测人员的工作热情进行激

发，使其工作行为根据规范性，为检测数据准确性的提

升做好铺垫。

5.3  在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发中加大投入

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食品质量。

因此，相关部门与企业应注重对该技术的研发，使其日

趋成熟，提升检测的精确性，使得食品检测工作呈现高

质量性特点，促进食品质量的提高。首先，检测机构应

注重对技术人才的引进，让技术研发队伍的建设水平获

得提升，为检测技术的升级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同时，

应结合工作需求，制定相应的人才招录计划，对人才的

专业水平与综合素质进行考察，并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

录用专业水平较高的人才，推动检测技术研发进程的加

快 [8]。其次，应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其对新

知识的掌握程度，为其创建一定的机会与平台进行技术

信息和经验的交流，让其对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加以创新，

使得该检测技术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模式，而是呈现丰富

多样性特点，为检测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撑。最后，

应注意生物检测技术的发展，并将其与大数据等技术进

行融合，纳入生物传感技术，助推检测技术的改进，为

检测工作精准程度的提升做好铺垫。

6  结束语

当前，我国相关部门在食品安全方面投入的精力不

断增加，使得其愈加注重食品监管工作的开展，促进其

食品监管力度的加大。而相应检测技术的利用，不只可

为食品监管工作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持，还可提升食品检

测成效，使其及时发现食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并利用

一定的奖惩措施，提升商家与企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

度，促进食品质量的提升。因此，应制定相对完善的食

品检测机制，建立相对明确的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注重

对检测技术的创新，提升检测水平，保证检测工作的规

范性，实现对人们身体健康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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