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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地方标准《食品快检考核盲样制备通用
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本文件根据 2024年 4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广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下达《碳达峰碳中和培训管理规范》

等 16 项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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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快检考核盲样制备通用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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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的必要性

从近几年的食品安全问题来看，农兽药残留问题在我国食

品安全中仍然非常突出。随着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的发展，快速

检测产品操作简便、成本低、检测周期短等特点日益凸显，因

此快速检测方法和技术逐渐广泛应用于农兽药残留的现场筛查。

广东省快检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近几年承担了总局《食品

快速检测操作指南》课题研究，并因地制宜建立省内快检相关

标准体系，研制了广东省地标《食品快速检测操作规范》和农

贸市场重点项目和品种参数清单，推动快检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提升快检结果准确性，综合评估快检机构人员能力水平，



广东省自 2018年开始开展快检机构能力评价考核和快检产品性

能评价验证工作，这些评价和验证过程往往需要特定项目、基

质和浓度的盲样。目前广东省在快速检测盲样制备技术在标准

方面尚处空缺，亟需建立广东省统一的盲样通用技术规范，对

快速检测产品性能指标和快速检测整体过程进行质量控制，从

而进一步提升广东快检工作规范化水平。

三、标准编制原则、标准框架、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规范性原则。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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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协调性原则。本标准在引用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过程中，

注意技术指标间的协同性。

统一性原则。本标准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家行

业标准为主要依据，结合我省快检盲样制备需求现状，规定的

内容与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相统一。

适用性原则。本标准在充分借鉴已有国内国际相关标准的

基础上，提炼通用基础要求，结合快检基层的情况进行补充，

符合目前快检盲样制备工作的实际需要。

科学性原则。本标准主要内容分类科学、层次清晰、结构

合理。

（二）标准框架及主要内容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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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对盲样、阴性样品、阳性样品、均匀性

和稳定性进行了定义

4 技术要求
规定快检盲样应遵循基质、分类、浓度、

混合、分样和编号、性能等技术要求

5 盲样的质量控制
规定盲样均匀性、稳定性、赋值等质量

控制手段的具体要求

6 原始记录

规定盲样制备原始记录的格式、发布、

使用、存档等应符合 RB/T 214 的相关

要求

7 报告
规定盲样制备机构应对制备的样品出

具报告内容

8 储存和运输
对快检盲样的储存和运输的环境条件

进行规定

（三）部分条款的确定依据和主要技术措施说明

针对文本中涉及主要技术措施的条款进行重点说明。

（1）第4章 对快检盲样的均匀性和稳定性方法进行区分。

参考药物制备生产领域的混合均匀性及含量均匀性等有关统计

方法，重新梳理创新性提出定性样品均稳性评价的方法。

（四）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的政策、法规如下：

序号 省市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时间

1 山东省
DB 37/T
3870-2020

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样品制备技

术规程

2020/4/16



序号 省市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时间

2 江西省
DB 36/T
1335-2020

食品快速检测盲

样制备通用技术

规范

2021/7/1

3 湖北省
DB 42/T
1867-2022

食品快速检测产

品评价用盲样制

备技术规范

2022/7/26

4
昌吉回

族自治

州

DB
6523/T352-2023

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样品制备技

术规程

2023/2/25

5 / CNAS-GL003
能力验证样品均

匀性和稳定性评

价指南

2018/3/1

6 / RB/T 031-2020
能力验证计划的

选择与核查及结

果利用指南

2020/8/26

7 / 国市监食检规

〔2023〕1号

关于规范食品快

速检测使用的意

见

2023/1

8 广东省
T/GDAQ1
126-2023

食品快速检测产

品跟踪评价技术

规范

2023/
11/28

四、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可

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品进行抽查检测。 《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以采用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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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认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抽查检测结果确定有关农产品不符合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食用农产

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市 、县级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进行抽查检测,抽查检测结果表明食用农产品可能存

在质量安全隐患的,销售者应当暂停销售;抽查检测结果确定食

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可 以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

为规范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的使用管理,合理发挥食品快检在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2023年 1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

台了 《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使用的意见》 (国市监食检规

〔2023〕1号 ),包括 《食品快速检测操作指南》等 4个附件。

本次拟制定的地方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本标准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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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本标准的制定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的规定，无强制性标准对食品快速检测工作的标准化做出规定。

主要参考 CNAS-GL003：2018《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和稳

定性评价指南》和 RB/T 031-2020《能力验证计划的选择与核查

及结果利用指南》的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要求作为食品快速检

测领域盲样的技术要求。



五、标准的先进性或特色性

广东省是食用农产品流通和消费大省,把好食用农产品市场

准入至关重要。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连续八年开展农贸市场

快检工作，多次被省政府纳入“十件民生实事”高位推进，构建

了全省农贸市场快检筛查网络。为推动快检工作规范化开展，

广东省局率先制定食品快检相关技术规范,每年制定《全省 2000

家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方案》，发布《农贸市场

快检重点项目清单》。同时，省食品检验所自 2017年以来，每

年开展快检盲样考核和快检结果验证，已累计超过 1万批次。

盲样需求多，制备过程已形成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SOP，规范快

检盲样制备流程。

当前我国食品快检盲样制备领域尚未发布国家标准，现有

标准化体系以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为主要支撑。行业中已发布

两个省的地方标准和一个团体标准，分别为 DB 36/T 1335-2020

《食品快速检测盲样制备通用技术规范》、DB 42/T 1867-2022

《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用盲样制备技术规范》、T/GDAQ1

126-2023《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跟踪评价技术规范》，规定了快

检试剂盒评价用盲样的技术要求，其中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方

法均参照 CNAS-GL003：2018《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和稳定性

评价指南》有关规定。

本标准从广东省快检工作实际出发，结合相关行业内机构

调研情况，对快检领域所需盲样的制备技术要求进行梳理。参



— 7 —

考药物制备生产领域的混合均匀性及含量均匀性等有关统计方

法，创新性提出定性样品均稳性评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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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立标准编制组，制定工作方案

2024年 4月，广东省食品检验所成立标准编制组，经过广

泛调研收集整理有关的快检盲样机构工作情况，搜集相关意见，

初步形成了标准的大纲，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广东省

地方标准立项。2024年 4月 30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

了该项目的制定计划任务。

（二）收集相关资料，开展调研，编制标准草案

2024年 5月至 8月，标准编制组制定工作方案，对国内外

食品快速检测有关的盲样制备标准进行梳理研究，完成标准制

订所需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性文件、文献资料收集，比对梳

理，对标准及所需的技术相关方面展开讨论，对标准实施的可

能性进行分析，并对标准起草的任务进行分工。

2024年 9月至 12月，标准编制组根据分工，开展快检制备

有关机构调研，定期汇总更新有关标准，比对梳理，最后根据

广东省工作实际情况确定标准基本框架，编写主要内容，形成

标准讨论稿。



2025年 1月至 2025年 3月，标准编制组继续定期汇总更新

有关标准，比对梳理，召开线上内部讨论会议，对标准稿进行

修改，完成标准编制说明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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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中已发

布两个省的地方标准和一个团体标准，分别为 DB 36/T

1335-2020《食品快速检测盲样制备通用技术规范》、DB 42/T

1867-2022《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用盲样制备技术规范》、

T/GDAQ1 126-2023《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跟踪评价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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