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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扦样检验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环节，也是库存粮食质量监管的重要技术支撑。当

前粮食扦样检验质量较企业期待仍存在不少差距，对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江苏、宁夏等

粮食储存企业开展了实地调查，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基本态度分析，多角度挖掘了当前粮食扦样

检验面临的现实困境，体现在法律、标准、监管、技术和行业水平上面的欠缺。建议有关部门进

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化体系、创新监管模式、强化技术供应和推动行业建设，有序提升

粮食扦样检验质量水平，确保国家粮食供应稳定和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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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in sampling and inspection is the key process for food safety and the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grain quality supervis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gaps between the current grain sample 

inspection quality and enterprise expectations.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the grain reserve enterprises to 

Beijing, Hebei, InnerMongolia, Shanghai, Jiangsu, Ningxia, the realistic dilemma for the basic attitude 

analysis was foun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fficulties concerning in legislation, standard,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trategy choic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for grain sampling inspection required 

strengthening legislation, standardization system,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technology providing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quality safety of the national grain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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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全球粮食生产和进口大国，当前粮食

储备率已经超过 80%，远超过世界粮农组织提出

的 17%~18%的安全储备率水平[1]，粮食安全整体

形式保持较好。但是，随着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我国粮食安全仍面临质量总体不高、储备体制机

制有待健全、节约减损有待规范等诸多问题挑

战。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粮食质量安全越来越受

到重视。 

粮食扦样检验是保障粮食质量安全的重要关

口。粮食扦样检验活动贯穿于粮食生产、储备、

流通、调控以及应急各环节，涉及了各级监管部

门和粮食企业。粮食扦样检验数据结果成为了客

观评价粮食质量安全状况、反映粮食经营企业质量

管理成效、实施粮食质量安全决策的基本依据，因

此提升粮食扦样检验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受经济下行、极端天气、地缘政治、

腐败问题等影响，粮食安全话题一度引发公众热

议。从政府公开信息来看，粮食扦样检验环节问

题依然突出。2022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办法》，明确粮食经营者 25

项违法违规行为将立案调查[2]，其中涉及粮食质

量检验问题有 4 项。2023 年 7 月四川省市场监管

局发布关于 2022 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

公开”监督抽查结果，被检查的 27 家食品农产品

领域检验检测机构（包括粮食领域），均存在不同

程度违法违规问题，粮食扦样检验质量水平堪忧。 

基于此，本研究对焦粮食扦样检验需求主体，

探究了粮食扦样检验面临的现实困境，旨在为粮

食扦样检验工作者提供对策建议，确保粮食质量

安全。 

1  粮食扦样检验样本主体与数据 

1.1  调查研究设计 

粮食储存企业既是粮食扦样检验的重要主 

体，也是第三方粮食检验机构的客户群体，选择

粮食储存企业作为调查对象，可以从主客观两方

面反映粮食扦样检验质量问题。为确定样本企业

对粮食扦样检验的真实态度，本研究采用直接深

入企业进行现场调查方式以获得一手数据。实地

调查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江苏、宁夏粮

食储存企业 62 家，获得 58 份有效企业调查问卷。

具体调查内容，见表 1。 

 
表 1  主要的调查内容设计 

Table 1  Research content 

设计框架 调查领域 调查内容 

筛选题 化验室 是否拥有独立化验室 

样本背景 

信息题 

基本情况 法人性质、所在地区 

样本特征 

信息题 

经营情况 储存性质、储存品种、员工数量 

样本基本 

现状题 

检测能力 检测人员、检测设备、检测标准、质

量监管状况、政策了解情况 

样本基本 

态度题 

认知态度 内外部检验结果差异、培训需求、质

量管理建设情况 

 

1.2  描述性统计 

在调查的企业中，全部拥有独立检化验室，

58.6%为独立法人企业。从人员规模来看，65.5%

的企业员工人数不超过 50 人，企业规模普遍偏

小。从检化验室情况来看，检化验人员平均占比

约为 9.9%，拥有粮油全部质量指标检测能力以及

部分品质和安全检测能力。粮油快检设备使用率

为 100%，其中水分快检设备为 100%，真菌毒素

快检设备为 96.6%，重金属快检设备为 48.3%，

其他品质类快检设备约占 18.5%。从质量监管情

况来看，上一年度被调查企业全部接受了行政管

理部门的监督抽检，其中在收购环节的监督抽检

比例为 96.6%，在库存环节的监督抽检比例为

79.3%。被调查企业背景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员工规模 检测能力 检测设备 扦样检验活动 

员工人数 比例/% 指标 参数 比例/% 快检设备 比例/% 主要目的 比例/%

5~10 人 24.1 水分 100.0 收购监督 96.6 

10~30 人 19.0 真菌毒素 96.6 库存检查 79.3 

30~50 人 22.4 

主要质 

量指标 
容重、水分、杂质、不

完善粒、色泽气味出糙

率、黄粒米等 

100.0 

重金属 48.3 执行考核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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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员工规模 检测能力 检测设备 扦样检验活动 

员工人数 比例/% 指标 参数 比例/% 快检设备 比例/% 主要目的 比例/%

50 人及以上 34.5 脂肪酸值 77.6 面筋吸水量 34.5 日常监管 69.0 

   品尝评分 67.2 脂肪酸值 22.4 风险监测 62.1 

   面筋吸水量 63.8 品质外观 13.8 行政执法 15.5 

   粗脂肪含量 20.7 稻谷新鲜度 3.4     

   

主要品 

质指标 

蛋白质溶解比率 15.5         

   AFB1,ZEN,DON 96.6         

    铅 51.7         

    镉 46.6         

    汞 29.3         

    

主要安 

全指标 

无机砷和总砷 34.5         

 

1.3  样本基本现状和样本态度分析 

面对新阶段新形势，保障粮食的数量和质量

安全仍是治国理政、应对新风险新挑战的头等大

事[3]，粮食扦样检验结果直接反映了粮食质量水

平。本次调查（表 3）结果表明，43.1%的企业认

为内外部扦样检验数据结果存在差异，主要原因

是外部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水平参差不齐。36.2%

的企业认为粮食扦样检验相关政策文件较多，全 

部掌握起来难度较大。此研究为实地调查，经现

场充分沟通及观察，企业对于扦样检验数据、结

果确实存有疑虑。在扦样环节，不少企业表示不

同类型扦样器会对检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特别

是稻谷的唯一定等指标出糙率。文献中也有不少

学者认为，粮食扦样质量检测结果与扦样工具有

十分密切的关系[4]，不同扦样器对粮食杂质和不

完善粒测定结果存在差异[5]。 

 

表 3  样本基本现状及态度 

Table 3  Basic status and attitude  

现状及态度题目 选项设置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 

百分比/%

1. 粮食扦样检验相关政策文件了解渠道不通畅 12 15.8 20.7 

2. 粮食扦样检验相关政策文件较多，全部掌握起来难度较大 21 27.6 36.2 

3. 内外部相关方对粮食扦样检验标准的理解不统一 11 14.5 19.0 

4. 企业内部实验室管理水平有限 7 9.2 12.1 

企业认为与外部粮食扦样检

验数据结果存在差距的主要

原因是什么？ 

（多选） 

5. 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水平参差不齐 25 32.9 43.1 

1. 粮食扦样检验有关政策文件的宣贯和解读 34 20.4 58.7 

2. 粮食扦样检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29 17.4 50.0 

3. 粮食扦样检验过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案 48 28.7 82.8 

4. 实验室管理制度和体系建设 23 13.8 39.7 

企业最想了解的粮食扦样检

验方面的内容有哪些？ 

（多选） 

5. 内部检测质量控制方法 33 19.8 56.9 

1. 已经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 24 26.1 41.4 

2. 对质量管理体系了解不多，希望进一步了解 12 13.0 20.7 

3. 需要专业团队帮助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30 32.6 51.7 

4. 有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需求，但是内部人员配备不足 21 22.8 36.2 

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需

求？ 

（单选） 

5. 有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需求，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 5 5.4 8.6 

 

关于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最想了解的粮食扦

样检验内容，其中粮食扦样检验过程中的重点、

难点及解决方案占比为 82.8%，与粮食扦样检验

法律、法规、政策占比为 58.7%，粮食扦样检验

标准、方法和判定规则占比为 50.0%。受调查企

业对于粮食扦样检验相关法规政策、标准方法以

及重点难点都有很强的求知欲望，希望得到及时

和全面的宣贯和培训，同时也反应了粮食扦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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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体系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之处。 

为了探究企业内部管理与质量提升的关系，

调查中增加了粮食储存企业质量管理方面内容，

51.7%的企业需要专业团队帮助建立完善的质量

管理体系；41.4%的企业表示已经建立了质量管理

体系，然而实地调研发现，企业对质量管理体系

的认知理念仅停留于建立了粮食出入库质检记

录，并没有考虑全过程全要素的质量控制，缺乏

正确的质量管理认知。可以看出，更多企业仍处

在质量管理初级阶段，未来需要更多的质量宣传

和引导。 

2  粮食扦样检验的现实困境 

2.1  法律方面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粮食安全的立法修规进

程，相继出台了《粮食安全保障法》《反食品浪费

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

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政府储备粮食质量安全管

理办法》《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管理暂行办法》

《粮食库存检查办法》《政府储备粮油质量检查扦

样检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文件，为我国粮

食质量安全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并进一步规范

了粮食扦样检验工作。但是部分政策文件间存在

相互矛盾、可靠性不足、操作性差等问题。如办

法中要求粮食出库应按规定委托有资质的粮食检

验机构，但是未明确要求该粮食检验机构出具有

资质的检验报告，这就造成不少粮食储存企业收

到的检验报告，并未加盖资质认定标识，不具有

任何法律效力和证明作用，数据真实性无法保障。

调研中还发现粮油快检产品已经被广泛使用，甚

至被用来当做贸易结算凭证，相关办法虽然明确

规定了粮油快检产品使用条件和范围，但是企业

在执行层面仍缺少细化指导措施，质量控制措施

尚不完善。此外，《粮食安全保障法》等相关规定

更加强调建立粮食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但是现实

储存环节仍较难实现全过程可追溯。 

2.2  标准方面 

截止 2023 年 7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食品技术

委员会（ISO/TC 34）中涉及粮油类标准 182 个，

含基础、储藏、计量设备溯源、检测仪器、产品

规格、检测方法这六类。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TC 270）归口管理的标准有 672 个，

其中粮油国家标准 386 项，行业标准 286 项，形

成了包括基础、储藏与管理、机械设备、产品、

检测方法、标准样品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粮油标准

体系，覆盖了粮食收购、储存、加工、运输等各

环节[6]，具体分布见图 1。与国际粮油检验标准体

系对比来看，我国粮油检验标准在数量上占有绝

对优势，但是粮油检验标准整体水平不高[7]。主

要体现在：一是粮油标准体系不健全 [8]。粮油标

准以产品和检测方法类标准为主，管理类支撑

标准较少。粮食行业应用的专用计量检测设备，

如快速水分测定仪仅有电容法、电阻法原理的

校准规范，其他原理的仪器只能依靠内部比对

实现质量控制，溯源性较差。二是粮油检测方

法可操作性较差。粮油检测基础研究薄弱，方法

的可靠性不足。现行的快检方法关于样品制备部

分的描述也不够详细，如制备条件、制备方式、

取样要求等。三是粮油标准样品种类不多。行业

内缺少主要质量指标标准样品，如脂肪酸值、杂

质、不完善粒等，检测结果具有主观性，在粮食

收购环节容易出现压级压价现象，从而损害农民

的利益。 

 

 
 

图 1  SAC/TC 270 归口管理标准分布图 

Fig.1  SAC/TC 270 Centralized management standards 

 

2.3  监管方面 

新形势下，国内外粮食安全风险和不确定性

显著增加，持续提升粮食领域质量监管能力，确

保质量数据真实刻不容缓。当前粮食购销领域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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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存在不少粮食检验数据不实或造假行为，暴露

了我国粮食质量监管问题。一方面监管缺少配套

制度。从现实调研情况来看，企业自检结果可用

于粮食出入库，涉及多方经济利益，但是针对企

业内部实验室却缺少配套的管理制度和监管约

束，产生了不少内部数据造假问题。另一方面监

管覆盖不全面。最近黑龙江、云南、四川等地市

场监管局相继开展了对粮食检验机构专项检查，

粮食检验数据问题引起了多方部门的高度关注。

但是行业内的监管尚未有效覆盖到粮食检验机

构，仅仅依靠市场监管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粮食监

管的需求。 

2.4  技术方面 

当前粮油快速检测技术被粮食储存企业广泛

应用且品种多样，覆盖了水分、真菌毒素、重金

属、面筋吸水量、脂肪酸值、杂质不完善粒、粗

脂肪、新鲜度等多项指标。快检解决了人手不足

问题，但是仍存在不少风险隐患。一是数据结果

不实存疑。一方面，部分快检方法和产品事先未

得到科学确认和验证，方法的科学性和产品可靠

性不足。另一方面企业仅对强制要求的水分快检

设备进行了定期检定，其他快检设备仍然以自行

比对为主，存在主观干扰性；二是数据结果较难

追溯。检验原始记录不完整甚至没有原始记录，

原始记录中没有检测方法、检测设备、温湿度等，

无法判断是否真正做了实验；三是样品代表性不

够。在走访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在粮食收购环

节退车率很高。调查中应用 5W2h 分析法找到了

根本原因，即操作人员认为分样步骤耗时耗力，

人为主观降低了取样量，使得样品不具有任何代

表性，无法对整车进行准确的质量判定，造成了

错判误判。 

2.5  行业方面 

粮食检验机构是粮食扦样检验工作的第三方

主体。截止 2022 年底，全系统现有粮食检验机构

731 家，从业人员 5 600 余人，在服务粮食收购和

库存质量监管方面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但是粮

食检验机构“小、散、弱”问题仍然凸显，大部

分机构仅具备粮食基础检验技术能力，远不能满

足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9]。从实地调研来

看，部分被抽检单位反映对第三方粮食检验机构

的取样过程存在疑虑，如扦样操作不规范、样品

包装简陋和样品流转较随意等，粮食检验服务质

量与基层粮食企业的期望存在明显差距。 

3  粮食扦样检验质量提升的策略选择 

3.1  健全法律法规 

当前国内外关于粮食安全矛盾问题交织出

现，粮食安全从政策治理走向法治治理迫在眉睫。

一是完善粮食质量方面的规定。进一步说明粮食

出入库检验报告要求，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

行检验，并出具带有资质认定标志的检验报告。

二是细化粮食快检使用的有关规定。明确使用要

求，如应具备的条件和能力、关键过程的记录、

不合格品处置方法以及质量控制措施等，力求通

过管理的改善，拉动质量投入和质量提升，使企

业不断增质提效[10]。三是配套《粮食安全保障法》

相关措施。保障法将粮食质量管理贯穿于生产、

储备、流通、加工等全过程，建议相关部门继续

加大力度配套相关指导措施，推进粮食储存企业

规范化管理，引导粮食储存企业建立可行的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 

3.2  完善标准化体系 

根据粮食行业发展的需要，完善粮食相关标

准。一是补充规范类标准。对影响检验检测数据

结果重要行为和关键过程予以规范约束，要求保

留真实、客观的扦样检验过程信息，如扦样记录、

原始记录、仪器设备使用记录、环境监测记录、

方法验证记录、质量控制记录等，确保扦样检验

记录完整、真实并可追溯。加快研制粮食行业计

量专用检测设备的校准规范，如近红外原理谷物

分析仪、微波原理水分测定仪等，保证计量器具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二是加快研制快速检测方法。

粮油质量、品质方面快速检测产品在粮食经营企

业中已经被大量使用，应尽快配套相关检测方法，

提升检验数据准确性，满足市场需求。三是攻克

关键技术。加大对粮食定等分级、关键损耗等参

数标准样品的研发力度，统一粮食收购标准，降

低因误判错判对农民利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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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创新监管模式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粮食的数量和

质量得不到保障，将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11]。健全和创新粮食质量监管模式非常重要。

一是提升管理标准效力。研究出台针对粮食企业

内部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或强制采用现行实验室

管理标准，赋予其法律效力，一方面进一步研究

出台标准采用的激励措施，另一方面依法打击各

类检验数据不实或造假行为。二是建立常态化联

合监管模式。行业主管部门履行对粮食质量安全

检验机构的监督管理责任，积极会同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对粮食质量安全检验机构进行联合检查，

及时通报和共享粮食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信息。三

是增加监管信息透明度。从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角

度分析，合适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有效地控制食

品安全[12]。借鉴食品安全监管做法，适度将粮食

安全总体情况、监管组织结构、抽检机构信息、

抽检合格信息、风险预警信息、举报处理信息等

对外公示，扩大质量监管覆盖面。 

3.4  强化技术供应 

科技创新是粮食扦样检验质量提升的重要支

撑。一是加大智能检测装备研发。对关键检验检

测技术和先进高端检测仪器开展技术攻坚，加快

粮食收购验质环节无人检测技术装备的研制验

证，减轻人为扦样、分样、制样等重体力劳动，

从技术层面保障扦样粮食的代表性，堵住主观人

为漏洞。二是提高产品质量水平。一方面鼓励企

业使用经过实验室验证合格的扦样器和快检产

品，消除关键设备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另一方面，

稳妥推进扦样器、快检产品符合性评价和认证工

作。三是重视样品包装和运输。食品包装是保持

食品质量的重要工具[13]，包装和运输不妥会造成

样品破损、污染、品质改变等。 

3.5  加强质检体系建设 

《粮食安全保障法》中明确提出加强粮食储备

基础设施及质量检验能力建设的要求。一是加快

队伍建设。建议抽检工作者加强抽检相关专业知

识的学习[14]，如法规、标准、仓型、粮情信息等，

统一操作，降低检验判定出错风险。二是深耕粮

食专业领域。粮食检验机构应立足于优势专业，

进一步延长粮食产业检测链条，辅助创新优质粮

油产品，铺设粮食检测领域“专精特新”的特色

道路。三是打造高水平检测平台。充分发挥各级

粮食检验机构的技术资源[15]，建设一批高水平的

粮油领域国家实验室或专项实验室，如国家级质

量标准实验室、国家级标准研究验证中心及国家

质检中心等，打造更加现代、高效且实用的粮食

质量基础设施服务平台。 

4  结论与建议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

临的新挑战、新矛盾、新问题的必由之路。本文

从法律、标准、监管、技术和行业层面提出全方

位保障粮食扦样检验质量提升的对策建议。同时，

经思考发现：当前扦样检验水平与机构质量管理

的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关系。企业普遍认为质量管

理可以进一步规范粮食扦样检验行为，有助于拉

动质量方面相关投入和强化质量控制活动。而带

有经营性质的企业更有意愿在质量、安全、绿色、

环保、节约、卓越管理上投入成本，并最终在监

管、考核和市场上反映出了显著良好效果。基于

本文的研究发现，我们建议继续探究具有中国特

色的粮食储备全面质量管理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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