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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常州市食品药品纤维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贾卫昌、耿成钢、高蕙文、袁荷芳、杨丹妮、卞伟、王晓东、宋淑文。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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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快检实验室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贸市场快速检测实验室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以及工作规范等。

本文件适用于农贸市场自建的从事食品、农产品中化学物质（包括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真菌

毒素、污染物质、非法添加等）分析的快速检测实验室的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720 农贸市场管理技术规范

GB/T 27404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食品理化检测

GB/T 32146.3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3部分：食品实验室

DB 32/T 4010 食品快速检测工作规范

DB 32/T 4037 农贸市场建设和管理规范

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技术规范（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贸市场 markets of agriculture products
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登记、办理营业执照，以农贸产品现货交易为主，为买卖双方提供经常性

的公开的固定的交易场地、配套设施和服务的场所。

农贸市场包括农贸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

3.2

快速检测实验室 rapid determination laboratory
利用快速检测设施设备，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或快速检测产品说明书，对农贸产

品中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物、真菌毒素等物质或指标开展快速检测的实验室（以下简称

“快检室”）。

3.3

复测 redetection
实验人员对初检不合格样品进行再次检测确认的过程。

3.4

复验 verfication
被抽单位对快检结果存在异议，经双方协商将样品送至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再次检测确认的

过程。复验不得采用快速检测方法。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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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组织架构

具有明确的组织架构，有专人负责快检室的运行和管理，确保快检工作正常开展。

4.2 人员配备

4.2.1 应配备与检测量相适应的检测人员。农贸零售市场应至少配备 2 名检测人员，其中 1 人为专职

人员。农贸批发市场可根据实际检测规模增加人员配置。

4.2.2 检测人员应具有食品、化学、生物、药学或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或具有与所从事工作相适

应的专业基础知识同时具有半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并经过上岗培训，确认胜任后方可上岗。

4.2.3 应定期组织开展检测人员培训工作，具体培训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a）《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

b）食品快检标准、快速检测原理、检测流程、结果判读、质量控制等相关的技术要求；

c）供应品验收、仪器维护保养、信息系统操作等；

d）实验室安全防护、应急处理、急救知识等。

4.2.4 应定期做好检测人员的监督考核，确保数据质量和检测工作的公正性。

4.3 管理制度

应建立快检室管理制度，并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持续改进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制

度：

a）人员岗位职责及考核制度

b）人员培训管理制度

c）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d）试剂耗材管理制度

e）文件档案管理制度

f）快检工作流程及管理要求

g）快检室日常管理制度

h）快检室安全卫生管理制度

i）信息反馈及公示管理制度

5 技术要求

5.1 场地和布局

5.1.1 应设置独立的快检室，快检室与市场内的其他场所有效隔离，避免交叉污染和相互干扰。

5.1.2 快检室面积不少于 15m
2
，农贸批发市场需根据实际检测规模相应增加。

5.1.3 快检室应能满足放置相关设备及实验操作的条件要求，可按照接样、前处理、检测分析、数据处

理、试剂存放、样品存放等需求细分功能区域（参见附录 A）。对互有影响、可能干扰检测结果的相邻

区域应采取有效分离或分隔。

5.2 环境和设施

5.2.1 实验区域具备与快检工作相适应的水、电、气、照明、安全应急等基本设施，并保证其功能正常

使用。

5.2.2 配备必要的温控设施，以满足样品、试剂耗材的存放及实验环境条件。

5.2.3 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以保证实验过程中有毒有害气体的挥发和排放。

5.2.4 安全卫生和废弃物的处置应遵守 GB/T 27404 的规定。

5.3 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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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应配备与工作职责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参见附录B），包括但不仅限于制样设备、前处理设备、

快速检测设备、数据处理和记录设备、办公设备等。仪器设备的量程、精度、灵敏度等性能参数应能满

足检测工作需求。

5.3.2 仪器设备应具有编号及标签标识（参见附录C）。

5.3.3 应建立快检室仪器设备档案和台账，及时更新，保持账物相符。《仪器设备一览表》(参见附录

D)，表格中至少应包括设备名称、编号、生产厂家、规格型号、精度、购置日期、存放地点、状态和负

责人等项目内容。

5.3.4 仪器设备应由培训合格的人员操作。

5.3.5 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新购或维修设备应经过验收，确认仪器性能和状态后方可投入使

用。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或有效性有重要影响的设备进行检定或校准，并确保在检定或校准周期内使用。

5.4 试剂耗材

5.4.1定期对影响检测质量的重要易耗品、供应品和服务的供应商进行评价（参见附录 E），并保存评

价记录和合格供应商名单。

5.4.2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置快检产品。建立快检产品的验收程序，包括验收方法和指标等，并保存相

关记录。

5.4.3指定专人对快检产品进行管理，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对快检产品进行存储，做好温湿度监控（参见

附录 F），确保在有效期内使用。

5.4.4 其他试剂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配制的各种溶液应明确标识（参见附录 G），并注明溶液名称、

浓度、配制日期、有效期、配制人等信息。

6 工作规范

6.1 快检流程及工作计划

6.1.1快检室应制定农贸产品快检工作流程。（参见附录 H）

6.1.2快检室应根据政府部门公示的食品安全抽检信息及风险程度，结合时令变化、供需变化以及

社会关注度等情况科学制定并动态调整工作计划。

6.1.3工作计划应涵盖检测品种、检测项目、检测批次，检测频次、摊位覆盖等内容。

6.1.4检测项目应包括但不限于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物、真菌毒素等的检测项目。

6.2 抽样

6.2.1宜在交易高峰前进行。

6.2.2依据工作计划进行抽样，当市场供应情况与计划不一致时，抽样人员可根据实际适当调整检

测品种、检测项目和批次数量。

6.2.3抽样时应注意样品的代表性，抽样量应满足检测、复测和复验的需要。

6.2.4抽样时应使用洁净食品容器盛装样品，防止交叉污染。

6.3 样品的接收和登记

样品应有唯一性标识，核查登记样品信息，包括品名、编号、抽样日期、抽样地点、被抽检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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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抽样人员等。

6.4 样品制备和保存

6.4.1抽样后应及时进行样品制备，及时检测。

6.4.2 样品制备应使用洁净的制样工具，制成样品应盛装在洁净容器中，置于适宜的温度环境中保存。

6.4.3 样品的制备，包括取样部位、制样方式、取样量等要求应以快检标准或快检产品操作说明书为准。

6.5 样品检测

6.5.1 优先选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快速检测方法（参见附录 I），没有的话也可选用评价合格的快检

产品方法。

6.5.2 严格按照快速检测方法（标准）或快检产品说明书进行操作，确保检测结果真实、准确、有效。

6.5.3 对于农贸零售市场，抽检样品应在交易高峰前完成检测，对于农贸批发市场，必须保证当天的样

品当天完成检测。

6.5.4如实记录检测信息，确保检测记录的原始性、准确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检测信息应包括但不限

于样品名称、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判定结论、检测日期、检测人员、快检试剂批号等。

6.5.5对于初检不合格的样品，应进行复测。

6.6 质量控制

制定年度质量控制计划，可选择但不限于以下方式开展内部质量控制：

a)人员比对：不同人员用相同的方法对同一样品的测试。

b)留样再测：同一人员使用相同的快检检测产品对留样进行再次检测。

c)盲样测试：阳性或阴性样品作为未知样给检测人员考核。

d)参加外部质量控制活动，如技术服务机构或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考核。

6.7 结果处置及公示

6.7.1 对复验结果不合格的农贸产品，市场主办方应按照市场规定处理。

6.7.2 被抽查销售者对快速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测结果时起 4h内申请复验。复验不得采

用快速检测方法。

6.7.3快速检测结果应及时通过市场公示栏、电子屏幕等方式公示，并根据相关部门要求上报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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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实验室功能分区参考示意图

图 1.农贸批发市场快检实验室布局参考图

图 2.农贸零售市场快检实验室布局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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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快速检测设备设施基本推荐配置表

序号 设施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参数要求 数量

1 防腐蚀实验操作台
具有防腐、防震、防滑和承重强等性能

（可带试剂架）
1组

2 实验水槽及洗手台 三联水槽 1组

3 通风橱或万向抽气罩 / 1 组

4 低温冷藏及冷冻冰箱 不小于 100L 1 台

5 电子天平 精度 0.01g 以上 1台

6 恒温水浴锅 室温-100℃，控温精度不低于 2℃ 1台

7 涡旋振荡器 / 1 台

8 样品浓缩仪 室温-99℃，控温精度不低于 2℃ 1台

9 样品粉碎机 / 1 台

10* 农药残留检测仪 分光光度法 波长 400-760nm 1 台

11* 胶体金卡读取仪 / 1 台

12*
多功能食品安全综合检测

仪

集成分光、胶体金读卡等两种以上项目的综合性检

测仪
1台

13 离心机 转速不低于 4000 转/分钟 1台

14 试管架 / 按需配置

15 多量程移液器 量程 20μL～200μL、100μL～1000μL、1 mL～5 mL 按需配置

16 玻璃器皿或离心管 烧杯、试管、比色皿、玻璃棒、50ml 离心管等 按需配置

17 其他常规耗材 移液器枪头、一次性手套、口罩、白大褂等
按需要配

置

注：*项的多功能食品安全综合检测器可同时替代农药残留检测仪和胶体金读取仪，可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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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仪器设备标签标识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确认日期：

有效日期：

保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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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仪器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管理编号 生产厂家 精度 购置日期 存放地点 仪器状态 负责人 维护保养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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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供应商评价表

供应商评价表

生产单位/

供应商

生产单位/

供应商地址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邮 编

联系电话 传 真

供 应 品 种

评

价

内

容

资质情况

1.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有 □ 无 □

2.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有 □ 无 □

3. 制造计量器具批准证书 有 □ 无 □

4. 化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等 有 □ 无 □

5. 供应品种的合格证或质检报告 有 □ 无 □

6. 其他

信誉度与服

务质量

1. 企业信誉 好 □ 较好 □ 差 □

2. 供货速度 好 □ 较好 □ 差 □

3. 产品质量 好 □ 较好 □ 差 □

4. 售后服务 好 □ 较好 □ 差 □

5. 其他

备 注

评

价

意

见
签名： 日期：

批

准

意

见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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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

温湿度监控记录

温湿度监控记录

地点：

日期 时间 温湿度( ℃ / ％RH ) 记录者



DB3204/T****—2022

11

附录 G

（资料性）

配制溶液标签标识

溶液名称：

浓度：

配制日期 有效期 配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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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

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流程图

数据异常 初测不合格

解决问题

以复验结果为准

异议

数据上报

快检工作计划

抽样

样品接收

样品前处理

快速检测

结果判定

查明原因 复测

不合格

复验合格

入场销售
信息公布

不合格

无害化处理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无异议



DB3204/T****—2022

13

附录 I

（资料性）

快速检测参照标准

检测项目 快检标准

农药残留
蔬菜中敌百虫、丙溴磷、灭多威、克百威、敌敌畏残留的快速检测

（KJ201710）

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及沙丁胺醇
动物源性食品中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及沙丁胺醇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

疫层析法（KJ201706）
孔雀石绿 水产品中孔雀石绿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701）
氯霉素 水产品中氯霉素的快速检测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905）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水产品中硝基呋喃类代谢物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705）
甲醛 水发产品中甲醛的快速检测（KJ201904）

甲醇 白酒中甲醇的快速检测（KJ201912）

硼酸 食品中硼酸的快速检测姜黄素比色法（KJ201909）

酸价、过氧化值 食用植物油酸价、过氧化值的快速检测(KJ201911)

亚硝酸盐 食品中亚硝酸盐的快速检测盐酸萘乙二胺法（KJ201704）

巴比妥类
保健食品中巴比妥类化学成分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KJ201903）
苯并（a）芘 食用油中苯并（a）芘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910)

喹诺酮类
动物源性食品中喹诺酮类物质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KJ201906)
罗丹明 B 食品中罗丹明 B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703）

罗格列酮和格列苯脲
保健食品中罗格列酮和格列苯脲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KJ201902）

吗啡、可待因 食品中吗啡、可待因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707）

呕吐毒素 食品中呕吐毒素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702）
三聚氰胺 液体乳中三聚氰胺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907)
三聚氰胺 液体乳中三聚氰胺的快速检测 拉曼光谱法（KJ201908）

黄曲霉毒素 B1 食用油中黄曲霉毒素 B1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708）

苏丹红 I 辣椒制品中苏丹红 I的快速检测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801）

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
保健食品中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KJ201901）
黄曲霉毒素M1 液体乳中黄曲霉毒素M1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709）
玉米赤霉烯酮 食品中玉米赤霉烯酮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913)

赭曲霉毒素 A 食品中赭曲霉毒素 A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2101）

天然辣椒素 食用植物油中天然辣椒素的快速检测荧光免疫层析法（KJ202103）
地西泮 水产品中地西泮残留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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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胺 水产品中组胺的快速检测（KJ202102）
铝 面制品中铝残留量的快速检测比色法（KJ202104）

伏马毒素
玉米及其碾磨加工品中伏马毒素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KJ202106）
碱性染料 T/CITS 0010-2021 食品中碱性染料的快速检测 拉曼光谱法

氯霉素 T/FSAS 7-2017 禽畜产品及水产品中氯霉素残留的快速检测

有机氯类农药残留 T/FSAS 9-2017 蔬菜水果中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快速检测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 T/FSAS 8-2017 蔬菜水果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量的快速检测

喹诺酮药物残留
T/FSAS 20-2018 畜禽产品及水产品中喹诺酮类药物残留的快速检测方

法

克百威和水胺硫磷
T/CITS 0003-2021 蔬菜中克百威和水胺硫磷残留的快速检测 胶体金

免疫层析法

氟苯尼考及代谢物
T/SATA 024-2021 禽蛋类中氟苯尼考及代谢物的快速检测方法 胶体金

免疫层析法

克百威 T/SATA 025-2021 农产品中克百威的快速检测方法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克百威 T/CAICC 04-2021 蔬菜水果中克百威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毒死蜱 T/CAICC 03-2021 蔬菜水果中毒死蜱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啶虫脒 T/CAICC 02-2021 生乳中啶虫脒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吡虫啉 T/CAICC 01-2021 生乳中吡虫啉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西林和呋

喃唑酮

T/MMAT 002-2020 罗非鱼中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西林和呋喃唑酮

代谢物残留快速检测方法

喹诺酮类药物残留
T/ZNZ 029-2020 水产品中喹诺酮类药物残留的快速检测 胶体金免疫

层析法

丙环唑 T/JAASS 2-2020 蔬菜中丙环唑的快速检测方法 胶体金法

黄曲霉毒素 B1、环匹阿尼酸毒素、

杂色曲霉毒素

NY/T 3867-2021 粮油作物产品中黄曲霉毒素 B1、环匹阿尼酸毒素、杂

色曲霉毒素的快速检测胶体金法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12/52682.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12/526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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