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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地方标准《食品快速检测机构检测能力
评价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本文件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地方标准制修订计

划（第三批）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4〕248 号），由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广东省食品检验所主导的《食

品快速检测机构检测能力评价规范》获批立项。本文件由广

东省食品检验所牵头起草，负责主要的技术支持和编制工作。

二、立项必要性

快检技术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有着不可或

缺的地位，是食品安全检测的第一道防火墙，是提高监管效

率、降低监管成本的必然趋势。食品快检技术已广泛应用于

食用农产品、散装食品、餐饮食品、现场制售食品等领域的

监管，已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技术支撑。目前食品

快检行业迅速发展，但仍存在较多问题，包括快检机构门槛

低、服务良莠不齐；快检试剂厂家同质化竞争激烈，自主创新

技术较少；快检产品欠缺质量指标；快检人员操作缺少规范

性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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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在开展食品快检工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省

自 2016 年开始已连续八年开展全省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

检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食品安全保障。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通过委托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开展农贸市场快检工

作质量评价及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列入省食品安全考核指标，

督促各地市加强对快检工作的贯彻落实。

2021年至 2023年，全省承担快检工作的快检机构数量分别

为 58家、50家和 52家，连续三年承担快检工作的快检机构共

39家，其中具有食品检验资质的机构占比分别为 50.0%（29/58）

、62.0%（31/50）和 65.4%（34/52）。检测能力是各食品快检机

构规范有序开展快检工作的核心，是发挥快检“防火墙”作用的关

键。目前广东省正逐步建立食品快检操作标准体系，但对于承担

快检工作的主体，目前尚未出台正式的能力评价的规范，在实际

工作的开展中缺少对机构的检测能力的综合评价要求。

因此，制定广东省食品快检机构的检测能力评价规范，中小

机构通过借鉴统一的评价规范，可以更好地补足自身管理经验不

足、规章制度不健全、质控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劣势，有利于营造

快检产业良性竞争的氛围，有利于推行广东经验。

三、标准编制原则、标准框架、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依据

本标准文本内容和格式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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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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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7-2017《标准编写规则第 7 部分：指南标准》的相关

要求进行编写。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以规范提升广东省食品快检工作质量为目标，结

合全省食品快检工作的特点和现状，遵循以下原则：

——满足监管需求；

——规范性和适用性；

——具备前瞻性，适度从严。

（三）标准框架

本标准由 5 章和 5 个附录组成。主要章节内容如下：

第 1 章 范围。给出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

第 4 章 评价原则。

第 5 章 评价组织机构。

第 6 章 评价实施程序。

第 7 章 评价指标。

第 8 章 评价结果统计与评定。

第 9 章 评价报告出具。

附录：1 个资料性附录，食品快速检测机构检测能力评

分表。

四、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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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

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

及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无冲突。

五、标准的先进性或特色性

本次拟制定的地方标准主要针对快检机构的检测能力

评价，加强了快检机构考核评价的规范性要求，强化评价模

式和细节，使之具有广东省特色。一方面该标准的发布实施

可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监管食品快检机构的服务质量提供依

据；另一方面可增强检测机构的服务能力和规范快检行业有

序发展，保障食品安全，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同时也可创

造出一定的经济效益。

六、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情况。重大分歧意见的

处理经过和依据。

2024 年 5 月至 2024 年 7 月，标准起草组对国内外食品

快检工作的标准化等开展文献查阅和标准检索，收集有关信息；

2024年 7月至 2024年 12月，标准起草组对省内 52 家快

检机构的快检检测能力包括数据抽查、操作考核、质量管理

体系运行等方面进行评估；

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6 月，标准起草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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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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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规则》、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撰写方

法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七、技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量化指标的确定

依据。

无。

八、与国际、国家、行业、其他省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

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采标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经查新，目前国内没有相关同类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快检机构的能力要求的地方标准有四份，包括安徽省地

方标准《DB 34/T4731-2024 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能力评价技

术规范》《DB 34/T4732-2024 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能力建设

指南》，深圳市地方标准《DB 4403/T406-2023 食品快速检

测服务能力评价通用要求》以及广州市地方标准《DB

4401/T146.4-2022 食品快速检测工作规范 第 4 部分：监督评

价》，内容主要涵盖了机构的管理制度、技术能力建设、服

务能力建设要求，以及实施评价活动的流程、内容等，但均

基于其本省市快检机构的具体开展情况，不适用于广东省快

检机构的检测能力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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