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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1605/171311.html） 

 

附錄 

 

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技术规范的通知 

食药监办科〔2017〕4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食

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为保证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制定了《食

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技术规范》，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对于在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

向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技标准司反馈。 

 

  联 系 人：张敏 

  联系电话：010-88331033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3 月 28 日 

 

附件：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技术规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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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技术规范 

 

1 目的 

为保证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工作科学合理、标准统一，特制定本规范。 

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的食品（含食用农产品）中农兽药残留、非法添

加、真菌毒素、食品添加剂、污染物质等定性快速检测方法及相关产品的技术评价。 

3 评价指标 

3.1 灵敏度 

3.2 特异性 

3.3 假阴性率和假阳性率 

3.4 与参比方法一致性分析 

4 评价方法 

最低检出水平（检出限）设置对于禁用物质或者无残留限量的物质应小于或者等于参比方

法的检出限水平，对于存在国家标准限值规定的物质应小于或等于限值规定。所有参数需要在

不同种类或者类型的食品中测定的实际结果进行统计。 

4.1 灵敏度 

灵敏度是指方法在实验条件下达到的实际最低检出水平时，检出阳性结果的阳性样品数占

总阳性样品数的百分比，具体计算要求见附表，评价中可描述为该百分比下方法的检出限。 

4.2 特异性 

特异性是指方法在实验条件下达到的实际最低检出水平时，检出阴性结果的阴性样品数占

总阴性样品数的百分比，具体计算要求见附表，评价中可描述为方法检出限下不存在干扰的百

分比。 

4.3 假阴性率和假阳性率 

假阴性率是指方法在实验条件下达到的实际最低检出水平时，阳性样品中检出阴性结果的

最大概率（以百分比计），具体计算要求见附表，计算结果为方法最大假阴性率的结果。 

假阳性率是指方法在实验条件下达到的实际最低检出水平时，阴性样品中检出阳性结果的

最大概率（以百分比计），具体计算要求见附表，计算结果为方法最大假阳性率的结果。 

4.4 与参比方法一致性分析 

快速检测方法应与方法中规定的参比方法进行一致性比较。与参比方法一致性分析统计方

法常见卡方检验，具体可见附表中显著性差异（c2）所示，一般： 

c2=（½a-b½-1）2/（a+b） 

a：样品被待确认方法证实为阳性而参比方法检验为阴性的数目； 

b：样品被待确认方法证实为阴性而参比方法检验为阳性的数目。 

c2<3.84 表示待确认方法与参比方法的阳性确证比率在 95%的置信区间内没有显著性差异。

但是如果待确认方法比参比方法存在更高的回收率，则以上两种方法的阳性确证比率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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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是可以接受的。 

c2>3.84 表示两种方法的阳性确认比率在 95%的置信区间内有显著性差异。 

如果能够证实待确认方法灵敏度优于参比方法，则两种阳性比例的显著性差异可以接受。 

在考察与参比方法的一致性分析中，也需要考察在检出限或者报告限度水平附近的检测结

果与浓度之间的趋势一致性。 

5 评价步骤 

5.1 拟定评价技术方案 

在比较快速检测方法与待评价方法的适用范围、性能指标和要求等符合性情况的基础上，

评价机构应针对待评价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及相关产品制定评价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方案实

施程序、评价内容及依据、评价比较用参考限值标准及方法标准、参考样品制备、参考值选

择、参考样品定值及依据、参考样品编码及说明、测试程序、结果判断及统计方式、结论出具

等，最终结论的出具应附相关判别依据，并给出相应判别指标。 

5.2 盲样制备 

试验评价需使用盲样检测进行。试验评价盲样涉及空白、阴性、阳性样品等均应进行实验

室测定赋值，并出具均匀性和稳定性结果，相应盲样的均匀性和稳定性测试结果计算的重复性

相对标准偏差，应为参比方法要求对应浓度应符合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的 1/3。可使用有证标

准物质、参考物质或者质量控制品等进行溯源参考，测定完成后的各类样品应进行随机编号处

理，形成盲样。用于试验评价的盲样或者质量控制样品，可自行制备，应符合： 

1)基质符合性和与实际食品样品所含物质成分相似性； 

2)考虑成分存在的浓度水平，应涵盖涉及产品的检出水平、标准限量值（标准规定值）、对

应标准的检出水平等，选择多个水平进行测定； 

3) 根据标准方法规定的食品类别或者评价范围适用的食品，盲样制备时应重点考虑典型样

品基质或相似基质，结合相关食品类别和测定目标物存在形式，按照食品宏观组分进行区分，

综合考虑蛋白、脂肪、水分、糖分、高聚物或者多聚体物质、色泽、酸碱性等影响检测的组分

进行区分选择，必要时应按照食品生产工艺制备添加样品； 

4)对于多种成分检测，应选择其分析成分进行分类比较（结构类似程度、危害程度等），综

合选择几种代表性成分进行评价；对于易于获得的成分组合，尽可能考虑全部进行试验评价； 

5)盲样测定方式按照单位样品量以及添加目标物的情况，样品处理可以采用部分样品、全

量处理等方式进行。盲样必须进行批内均匀性检查，对于一定时间范围内检测的样品，需要进

行稳定性检查，保证在评价期限内样品稳定，以上均需评价机构提供检测报告。 

5.3 试验测试 

5.3.1 试验评价可按照方法前期验证结果（如有），进行浓度水平和基质设计，应比较空白

检测、对照检测、标准方法平行对照检测等内容，附带考察方法操作环境、方法用时、操作难

易等情况；对于多检测规格产品，应根据其实际规格制定具体评价浓度范围和水平，并在结果

判断中注明适用检测范围。 

5.3.2 评价应进行双盲检测，对待评价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和用于比较的参比方法平行利用

盲样进行测试，并对样品进行平行测定，分别计算获得平均检测结果，用于方法间一致性评

价，检测过程中应利用根据检测物在食品中实际可能存在的水平，设置质量控制样品，考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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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稳定性。实验中测试样品包括但不限于： 

1) 食品基质空白样品； 

2) 测试水平一般应包括标准方法检出水平（或者标准限量值）的 0.5、1、2 倍水平或者其

他可检测区分的水平（不少于 3 个）；或者方法标称检出限 0.5、1、2 倍水平或者其他可检测区

分的水平（不少于 3 个）； 

3) 依据相关分析检测统计计量要求，一般检测样品每种基质空白及每个浓度水平不得少于

50 例，对于非法添加等重点项目的检测，可考虑在低浓度水平设置为 100 例，以便更好地评价

出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 

4) 如存在或易获得，应进行阳性样品复核测试； 

5) 针对多成分方法，每种典型物质均需有检测结果和相应评价参数结果； 

6) 应给出差异比较结果，具备数值的应有统计识别结论，统计方法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

定，但需说明理由。 

6 评价结果及报告出具 

6.1 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应计算快速检测方法可检出限度水平的灵敏度、特异性、假阴性率、假阳性率以

及检测结果与参与方法的一致性。一般可考虑（但不限定）每个基质每个浓度水平应在数据采

集数不少于 50 例情况下，获得假阴性率和假阳性率的结果。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技术评价机构

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给出上述指标评价结果，并提供具有统计意义的说明。 

6.2 报告出具 

专业技术评价机构应出具技术评价报告，对评价整体情况和结果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报

告中应有被评价的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或相关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或产品标称的结论。 

 

附表：快速检测方法性能指标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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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快速检测方法性能指标计算表 

样品情况
a
 

检测结果
b
 

总数 
阳性 阴性 

阳性 N11 N12 N1.=N11+N12 

阴性 N21 N22 N2.=N21+N22 

总数 N.1=N11+N21 N.2=N12+N22 N=N1.+N2.或 N.1+N.2 

显著性差异（χ2
） 

χ2
=（N12-N21-1）

2
/（N12+N21）， 

自由度（df）=1 

灵敏度（p+，%） p+=N11/N1. 

特异性（p-，%） p-=N22/N2. 

假阴性率（pf-，%） pf-=N12/N1.=100-灵敏度 

假阳性率（pf+，%） pf+=N21/N2.=100-特异性 

相对准确度，%c （N11+N22）/(N1.+N2.) 

注： 
a由参比方法检验得到的结果或者样品中实际的公议值结果； 
b由待确认方法检验得到的结果。灵敏度的计算使用确认后的结果。 

N：任何特定单元的结果数，第一个下标指行，第二个下标指列。例如：N11 表示第一行，

第一列，N1.表示所有的第一行，N.2 表示所有的第二列；N12 表示第一行，第二列。 
C为方法的检测结果相对准确性的结果，与一致性分析和浓度检测趋势情况综合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