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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作为食品行业的生命线，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影响着整个行业的稳定

与发展。在当下，食品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张，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与此同时，食品供应链日趋复杂，食

品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在此背景下，食品检验技术的创新和政策的完善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力量。

深入探讨食品行业在食品安全视角下的发展动态，有助于明晰行业未来走向，推动食品行业实现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

 

1 行业前沿动态 

1.1 新污染物风险评估与控制成为焦点 

随着科技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新污染物不断涌现，如全氟化合物、微塑料

等。这些新污染物广泛存在于食品生产、加工、储存及流通的各个环节，从源头

的环境介质，到食品加工过程中的添加剂使用，再到包装材料的迁移渗出，无不

渗透着新污染物的踪迹。它们不仅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直接损害，引发如内分泌

紊乱、免疫系统失调、生殖毒性甚至癌症等严重疾病，还因其难以降解、易于生

物富集的特性，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且难以逆转的破坏，进而间接影响食品供应

链的安全与稳定。这些新污染物在环境中持久存在，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

食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因此，构建科学、高效的新污染物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

已成为实现食品安全主动保障、推动食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关键任

务。

1.2 食品真实性鉴别技术受重视

食品欺诈行为，如掺假、造假等，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食品真

实性鉴别技术成为行业前沿的研究重点。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如利用光谱分析、

色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技术，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能够更准确地鉴别



食品的真伪和产地，追溯食品的来源。例如，通过对橄榄油中脂肪酸组成的分析，

结合稳定同位素技术，可以有效鉴别橄榄油是否掺假以及其产地来源。

1.3 消费需求的转变

 

消费者对食品的需求正发生深刻变化。安全与健康成为首要关注点，消费者

越来越注重食品成分、营养搭配以及是否含有有害添加剂。有机食品、低糖低盐

食品、富含膳食纤维的食品等健康食品备受青睐。便捷性需求也日益凸显，快节

奏的生活使得即食食品、预制食品的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此外，个性化与多样化

需求逐渐显现，不同年龄、地域、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对食品口味、形态、功能等

方面的需求各不相同，定制化食品、特色风味食品市场前景广阔。例如，针对健

身人群的高蛋白食品、针对老年人的易消化食品不断涌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群

体的需求。

 

2 食品检验技术创新 

2.1 检测技术革新

高灵敏度与高选择性检测技术：为了应对食品中痕量化学危害物的检测需

求，新型高灵敏度与高选择性检测技术不断涌现。例如，基于纳米材料的传感器

技术，利用纳米材料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如大比表面积、高活性等，实现对农

兽药残留、重金属等危害物的高灵敏检测。量子点荧光传感器可以对多种重金属

离子进行快速、灵敏的检测，检测限可达到纳克级甚至更低。

快速检测技术：快速检测技术在食品安全现场检测和筛查中具有重要应用价

值。近年来，微流控芯片技术、免疫层析技术等快速检测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

微流控芯片可以将样品前处理、反应、检测等多个步骤集成在一个微小的芯片上，

实现快速、高通量的检测。免疫层析试纸条则以其操作简便、快速的特点，广泛

应用于食品中常见危害物的现场快速筛查，如对瘦肉精、三聚氰胺等的检测。

2.2 前处理技术创新



绿色前处理技术：传统的食品前处理技术，如液-液萃取、固相萃取等，往

往存在使用大量有机溶剂、操作繁琐、耗时较长等问题。绿色前处理技术应运而

生，如固相微萃取、分散液-液微萃取、基质固相分散萃取等。这些技术具有有

机溶剂用量少、操作简单、快速等优点。例如，固相微萃取技术利用涂有吸附剂

的纤维头直接从样品中萃取目标物，无需使用大量有机溶剂，可实现对食品中挥

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快速提取。

自动化前处理技术：为了提高前处理效率和准确性，减少人为误差，自动化

前处理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自动化固相萃取仪、全自动样品消解仪等设备可以

实现前处理过程的自动化控制，提高工作效率和检测结果的重复性。例如，一些

自动化固相萃取仪可以同时处理多个样品，按照预设程序完成样品加载、淋洗、

洗脱等步骤，大大提高了前处理的通量。

2.3 数据分析技术应用

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食品安全检测产生的数据量日益庞大。数据分析技术

在处理和解读这些数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

可以对大量的检测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发现数据中的潜在规律和异常信息，实

现对食品安全风险的预测和预警。例如，通过建立机器学习模型，对食品中微生

物污染的历史检测数据进行分析，可以预测不同季节、不同地区食品中微生物污

染的风险，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科学依据。

3食品安全政策分析 

3.1 政策法规不断完善

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公众健康，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完善食品安全

相关的政策法规。在食品安全方向，明确了食品中各类危害物的限量标准、检测

方法和监管要求。例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

规定了食品中重金属、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污染物的限量值，为食品安全检测



和监管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新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断出台，加大了对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

3.2 加强监管与政策执行力度

为了确保食品安全政策法规的有效执行，政府加强了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建

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明确各部门的监管职责，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

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等环节的监督检查，加大对食品生产企业的

抽检频次和力度，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定期对食品

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查，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及时进行查处，并向社会公布抽

检结果，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4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4.1 面临挑战

技术复杂性与成本问题：食品安全理化领域的新技术虽然具有高灵敏度、高

选择性等优点，但往往技术复杂，设备昂贵，对操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

这限制了新技术在一些中小企业和基层检测机构的推广应用。例如，高分辨率质

谱仪等先进检测设备价格昂贵，维护成本高，许多小型食品企业难以承担。

标准不一致与更新滞后：目前，食品安全理化检测的标准存在国际标准、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等多种，不同标准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给

检测和监管带来困难。同时，随着新危害物的出现和检测技术的发展，部分标准

更新滞后，不能及时反映食品安全的实际需求。

人才短缺：食品安全理化方向需要既具备扎实的化学、生物学等专业知识，

又掌握先进检测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的复合型人才。然而，目前这类人才相对短

缺，难以满足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高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实际需求存

在一定差距，导致毕业生进入行业后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和培训。

4.2 应对策略



加强技术研发与推广：加大对食品安全理化领域技术研发的投入，鼓励科研

机构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攻克技术难题，降低技术成本。同时，加强对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通过举办技术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提高检测人员的技术

水平，促进新技术在行业内的普及。

完善标准体系：加强食品安全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整合各类标准，消除标准

之间的矛盾和不一致 。建立标准动态更新机制，及时跟踪新危害物和新技术的

发展，对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加强人才培养：高校和职业院校应优化食品安全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加强

实践教学环节，培养符合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企业和检测机构应加强对在职

人员的培训，通过内部培训、外部进修等方式，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此外，还可以通过引进国外优秀人才，提升行业的整体人才水平。

结束语

食品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与变革的关键时期。前沿技术的不断涌现为食品行

业带来了创新机遇，推动了食品生产方式、产品形态以及消费体验的深刻变革。

同时，食品安全政策的持续完善为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规范了

市场秩序，提升了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在未来，食品行业应积极拥抱科技创新，

加强技术研发与应用，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同时，政府部门需持

续优化政策环境，加强监管力度，促进食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产学研用各

方的协同努力，食品行业有望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为人们提供更加安全、营养、健康、美味的食品，助力美好生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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