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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19541954年年

主要任务：农业部农业部植物植物

检疫检疫实验所实验所

20042004年年

主要任务：

开展检验检测检疫应用研究和相

关基础、高新技术和软科学研究，

国务院批准 合并成立 中国检验检疫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院

着重解决带有全局性、综合性、

关键性、突发性和基础性的科学

技术问题，为国家决策和执法把

19791979年年
中国中国进出口进出口

商品检验商品检验

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院 技术问题，为国家决策和执法把

关提供技术支持，为社会提供检

验检测服务。

技术研究所技术研究所



核心科研领域

• 农产品化学污染物残留检测、监测及溯源技术研究

• 农产品及食品质量安全表征识别与溯源研究

• 食品中化学性有害物分析技术研究
健康评价分子检测技术研究 •

消费品中化学危害因子检测新技术研 • 食品中化学性有害物分析技术研究

• 进出口食品安全评估研究

• 水生动物疫病研究

食品

农产
品

工业
动物

消费品中化学危害因子检测新技术研

究 •

纳米材料制备、检测及应用研究 •

消费品可靠性及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
• 水生动物疫病研究

• 外来动物疫病研究

工业
与消
费品

动物
检疫

• 有害生物检测与监测技术研究

• 外来生物灾害机理与风险管理研

究

• 物种资源检验检疫研究

化妆品安全与功效评价技术研究

•

八大核心
领域

化妆
品

植物
检疫

• 物种资源检验检疫研究

检疫处理装备与技术研究 •

快速检测装备与技术研究 • 装备
技术

卫生
检疫

• 人畜共患病研究
快速检测产品评价技术研究 • 技术

化学
品安
全

检疫 • 外来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研究

• 外来医学媒介生物控制研究

• 化学品安全研究



食品安全研究所食品安全研究所

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应用研究所（HACCP中心）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应用研究所（ 中心）

农产品安全研究中心

综合检测中心

测试评价中心



保障食品安全离不开科研支撑与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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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领域获奖情况

国际奖励2项 省部级奖励46项国家奖励2项

食品安全研究、食品安全检测、风险评估、HACCP研究与应用、追溯体系等。

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美国分析化学家协会（AOAC） 主持获得各省（市）人民政

食品安全研究、食品安全检测、风险评估、 研究与应用、追溯体系等。

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美国分析化学家协会（AOAC）
2015年度标准方法奖

2014年庞国芳院士荣获 AOAC

主持获得各省（市）人民政

府、各部委奖励。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

年庞国芳院 荣获
最高科学荣誉奖—哈维·威利奖，
自1956年颁奖以来首位华人获
此殊荣



构建的农产品农药残留高通量非靶向筛查溯源体系，助力我国食品安全监测

◎ 建立了1200多种农药精确质量数据库和质谱的电

子识别标准，实现了多种农药同时非靶向定性筛查

的技术突破；

◎ 建立了基于高分辨质谱+互联网+数据科学/地理信

息三元融合的农药残留大数据风险溯源平台息三元融合的农药残留大数据风险溯源平台；

◎ 初步查清我国31省会/直辖市市售146种水果蔬菜

残留农药的品种、类别、毒性、浓度、分布区域和

水果蔬菜种类差异等特征；

◎ 成果应用于2019年我国食品安全国家级抽检监测。



开发基于质谱裂解规律的风险筛查技术，解决了未知风险物质难以鉴别的问题

提出以“质谱裂解机理”
为基础的发掘 论

开发了以“质谱裂解标
志物”为核心的发掘技

筛查出食品中有害物的新型修

技术突破 研究成效

为基础的发掘理论

系统揭示了12类不同结构

化学性有害物的质谱软电离裂解

志物”为核心的发掘技
术

基于同类结构物质具有相同

质谱裂解规律 筛选质谱裂解标

23932393份实际样份实际样
品品

饰物

解决了新型结构修饰物难以筛查的

问题
规律，为食品中同类结构的未知

有害物的发掘提供理论依基础。

质谱裂解规律，筛选质谱裂解标

志物，建立“逐类发掘”方法，

实现有害物检测从"逐一"到"逐类"
的突破

烤肉 水产
品

乳制
品

问题

的突破。

调料
猪牛

羊
肉

H2O ·R4

发现22种未知新型有害物:
禁用的新型β-内酰胺类抗生素：头
孢他啶
新型肉桂酸脂类添加剂
新型结构的杂环胺

成果获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构建了食品真实性鉴别技术平台，确立了在该领域国内领先地位

科技日报头版报道：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
院构建了我国农产品
加工品和食品真伪鉴加工品和食品真伪鉴
别与感官品质现代化
分析技术体系，改变
了加工农产品和食品
鉴伪、品种鉴定、产
地鉴别 品质评价标地鉴别、品质评价标
准缺乏、指标混乱的
局面等。”

选 家 十 科技

 获天津市科技进步新奖一等

成果入选国家“十二五” 科技成就
展

奖

 获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
新奖一等奖

 并获得“十三五”国家重点

建立了针对食品、大宗农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真伪

鉴别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单物种检测到多物种筛查、从靶

标检测到非靶标筛查、从多单组份检测到全组组学分析、

从定性检测到精准定量的目标  并获得“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多个专项的资助

从定性检测到精准定量的目标。



食源性病原微生物精准检测、分型及溯源体系

检测 溯源 产品

病原微生物检测溯源平台 集成PFGE、二代测序等多种技术，
实现了病原微生物高通量、快速、
准确的鉴定溯源 建立了有效用

• 生理生化

• 分子生物学

• 高通量技术

• 表型技术

• 基因技术

• 组学技术

• 高效分离

• 快速绿色

• 灵活准确

准确的鉴定溯源，建立了有效用
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传染源
和传播途径的确证、食品农产品
中污染源的追溯• 高通量技术 • 组学技术 • 灵活准确 中污染源的追溯。

 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快速检测产品，特异性和灵敏度指标超过了
国内外同类产品，并与陆桥公司实现了成果转化。



转基因成分定性与精准定量分析

集成等温扩增、基因芯片、数
字PCR等多种技术对食品农产品中
转基因成分开展定性定量与高通量转基因成分开展定性定量与高通量
快筛检测及溯源研究。搭建了与国
际接轨的转基因检测标准体系。

基于数字PCR精准定量检测平台，
建立了行业领先的转基因大米精准
定量检测技术，制定了首套转基因
成分定 检测标准成分定量检测标准。

与博奥晶典生物公司联合研发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成分微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成分微流
控检测碟片，实现了转基因成分高
通量检测技术的成果转化。



食品过敏原检测研究

针对CAC确定的常见8种过敏原和具有我国特点的过敏原，系统建立了基于DNA、芯

片、蛋白和质谱的快速筛查、精准确认的定性定量方法，开展了不同加工工艺对过敏原

免疫原性的影响的机理研究 建立了我国首套基于核酸检测的食品过敏原成分检验检疫免疫原性的影响的机理研究，建立了我国首套基于核酸检测的食品过敏原成分检验检疫

系列行业标准，为我国食品标签的准确标识、食品过敏原监测与预警提供理论基础及技

术支撑。

LAMP方法体系已作为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发布（22项）

超 高 压

开心果过敏原LAMP检测结果



HACCP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HACCP中心对积累的风险监测大数据进行风险评估，预测未来可

能的风险 这些风险监测数据为国抽 省抽等抽检监测提供靶标能的风险，这些风险监测数据为国抽、省抽等抽检监测提供靶标，

并可用于构建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指标体系。



食品能力验证服务

中国检科院测试评价中心具有能

力验证提供者和标准物质/标准样品提

供者资质。自2014年独立运行以来，

提供的能力验证计划已达到187项提供的能力验证计划已达到187项，

全年服务检测实验室8700余家次。其

中食品农产品项目为能力验证计划的项

重要服务领域。测试评价中心正努力

打造成为中国“FAPAS”。



中国检科院综合检测中心

中国检科院综合检测中心是中国检科院的下属机构，承

担检验检测方法、标准等技术应用研究工作，开展检验、检

测、鉴定、技术咨询等社会化服务工作。

检测中心始终秉承“权威、公正、科学、及时”的理

念，致力于食品安全及产品质量提升，凭借丰富的检测经

验、雄厚的技术实力、完善的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公正、

快捷、可靠的检测技术服务。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检测中心

已铸就良好的社会品牌形象和行业公信力，数据权威性得到

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权权 威威 公公 正正 科科 学学 及及 时时



突发事件应急技术保障

综合检测中心在开展日常业务的同时，也承担着政府监管部门
的执法辅助工作，尤其是在近几年轰动全国的各类食品安全突发事
件中 承担了大量的应急检测任务 提供了准确的检验数据 为国件中，承担了大量的应急检测任务，提供了准确的检验数据，为国
家监管部门规范市场、维护经济秩序、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保障。有力的技术保障。



为应对乳制品中添加三聚氰胺事

2008

件，开展了针对乳制品中其它非

法添加物的检测方法研究，并为

原质检总局完成“乳制品中非法

添加物检测方法汇总”报告，填

补了检测项目的空白。

2009年11月24日，由矿泉水及饮

料总砷含量超标消息引发的“砒霜料总砷含量超标消息引发的 砒霜

门”事件中，作为最终仲裁检验机

构，检测中心以权威的检测数据为
2009

企业正名，消除不良影响，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



2011年5月，食品“起云剂”污

染事件后第 时间内开展检测技

2011

染事件后第一时间内开展检测技

术攻关和北京市售食品中邻苯二

甲酸酯污染情况的调查。同时承

担国务院食安办指派任务，联合

开展检测比对工作，协助企业开

展原料和产品中塑化剂排查工作。

在中央电视台曝光的转基因豆浆突

发事件中，最短时间完成检测豆浆
2014

样品57个，检测项目228项，为企

业内部管控及市场监管提供依据。



协助原质检总局处理进口食品中

涉 噁英的突发事件 为避免对

2016

涉二噁英的突发事件，为避免对

我国进出口食品贸易造成更重大

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提供技术支

持和保障。

积极配合原质检总局解决输港河

蟹产品二噁英超标事件。

2018年8月 根据麦片中草甘膦残

2018

2018年8月，根据麦片中草甘膦残

留的舆情报道, 对麦片中草甘膦的

检测方法进行了针对性优化。并对

9款市售的国产及进口麦片类产品

进行了初步检测。



承担各级抽检监测任务承担各级抽检监测任务

自2014年，综合检测中心就开始承担国家级、省级、市级

以及区级等各级抽检监测工作以及区级等各级抽检监测工作

 普通食品

 特殊食品特殊食

 保健食品

综合检测中心为国家首批食品复检机构综合检测中心为国家首批食品复检机构。



综合检测中心荣获AOAC 2018年度国际科技成就奖

2018年8月27日，国际
分析化学家协会（AOAC）
将2018年度国际科技成就将2018年度国际科技成就
奖授予了综合检测中心乳制
品及营养检测方法研发团队，
以表彰他们在“牛乳、乳粉、
乳清粉、婴幼儿配方食品及
成人营养素中氯的测定方
法——电位滴定法研发中
做出的卓越贡献。 目前，
该方法已作为ISO方法正式该方法已作为ISO方法正式
发布。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在食品安全领域利用坚实的科研能力作
为经线，强大的检测能力作为纬线，编织了一张食品安全的保护
网 为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网，为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保护网的坚韧度，有赖于认可的助力

科研实验室的认可提升科研的规范化和专业度

检测实验室的认可提升市场的信任度和竞争力



聚集行业先锋，探讨行业发展

中国第三方检测实验室中国第三方检测实验室
发展论坛发展论坛

作为第三方检测行业首
个高峰论坛，中国第三方检
测实验室发展论坛被誉为检测实验室发展论坛被誉为检
测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年度重
要活动之一。

论 坛 创 办 于 2009 年 ，
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
参会人数累积近万人次，论
坛在宣传食品安全公共政
策、分析第三方食品检测实
验室现状 反映食品安全市验室现状、反映食品安全市
场需求与动向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举办“公众开放日”，向社会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技术输出，帮助企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线上培训线上培训 33 期期 1212 个主题个主题

参与参与人员约人员约 800800 人人

与与企业在线企业在线交流交流

开设空中课堂开设空中课堂 提升技术能力提升技术能力

面对疫情，检测中心与时俱进，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模式，开设“空中课堂”，

对企业技术人员开展线上培训，加强与企业在线交流，帮助企业解决检测技术

难题 为服务企业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疫情期间共组织线上培训3期 涉及难题，为服务企业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疫情期间共组织线上培训3期，涉及

12个培训主题，参加人员约800余人。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关系中华民族未来

立足科研高地

生命安全，关系中华民族未来。

立足科研高地

协助政府监管协助政府监管

引导市场发展

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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