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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当贸易进口国与出口国基于检测结果可能对同一批次食品商品的评估结果相互不认可时，本参考指南为政府间

解决不同食品控制机构对食品商品的评估状态1产生争端时提供了解决程序2。  

此指南仅涉及与分析方法和实验室性能有关的争端，不涉及取样问题。此程序仅对已被告知未遵守规定的进口

国检测结果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可能由其他原因导致的争端也应该进行调查3 。 

此指南不适用微生物测试结果。  

2 前提/假设 

仅当满足以下条件时，指南中所描述的程序才是可操作且有效的。因此监管者必须确保尽可能满足以下条件。

条件为： 

•   双方国家都同意使用此指南;  

•   实验室4遵守质量保证条款和法典食品进出口相关检测实验室资质评估指南 (CAC/GL 27)，并且实验

室被贸易进口国和出口国中相应的主管当局授权； 

•    在适用情况下，同一批次食品中至少有一个代表性样品5是由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依照确定的取样计

划或良好采样操作进行取样；样品分为相同的三部分，用于初步分析及验证分析（保留样品）6，保留样

品必须在适当条件下保存足够长的时间。 

•    实验室以“a ± 2u”或者“a ± U ”的形式报告定量分析结果，其中“a”表示待测物真实浓度（分

析结果）的最佳估计值；“u”表示标准不确定度；“U”（等于 2u）表示扩展不确定度。“a ± 2u”的范围

代表了 95%的置信水平。“U”或者“2u”的值通常用于分析报告中表示“测量不确定度”。可通过多种不

同途径估算。(参考食品法典不确定度测定指南，CAC/GL  54-2004); 

•    实验室/主管机构需要报道所用的采样方案（包括可接受的标准）和分析结果以确定所得到的结果是

否能够被接受，包括解释结果所需要的所有必要的信息，例如：  

a) 分析结果是否是基于回收率校正的（考虑方法的回收及回收率）， 

b) 用于表示结果的单位， 

c) 有效数字位数。 

• 实验室应尽可能使用食品法典委员（CAC）会支持或符合 CAC 所要求的操作参数的方法进行分析。

否则，方法必须根据 CAC 的要求进行确证。 

3 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实验室测定结果与步骤的比较7 

主管机构有权选择比较样本分析的背景信息，依照相关食品法典指南8，进出口国的相关主管机构应分享以下信

息以便对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实验室测定结果和步骤进行比较。相关信息包括： 

• 所用分析方法的有效状态 (包括实验室中样品处理及准备的具体方法)； 

                                                           

1
 食品的状态取决于对检测结果的“解释”，包括不确定度、取样误差和测试结果与检测限的接近程度。但也必须保证检测

结果不能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能一个检测结果显示符合要求，而另一个结果显示不符合要求。 

2 与“采用一般指南”(CAC/GL 50 -2004)中一致。 

3 意见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一个或多个，比如：用于评价产品的采样方案适用性以及统计有效性；所允许的正常测量误差和同

一批次内商品的差异；物理采样步骤的不同；由于样品均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变化导致的样品测定组成的差异。 

4 此指南中，实验室包括官方和官方认证的实验室。官方实验室必须是政府机关授予其司法权管理权或具有执法权的实验室。

官方认证实验室必须是具有司法权的政府机构正式批准、任命或认证的。 

5 这可能是一组样品，措辞“样品”指的可能就是一组样品。 

6 然而，如果合适的样品被均分为两部分，忽略第 4 节的步骤，然后遵照列出的步骤进行。 

7 假如争端必须尽快解决，例如：对食品是否腐败有疑问或延滞费很高时，建议主管机构考虑同时执行第 3 和第 4 节中的步

骤。 

8 参考国家间拒收进口食品信息交换导则 (CAC/GL 25-1997) 的附录，在贸易进口国进行取样分析从而进口食品被拒收，必

须提供取样过程和分析方法及结果的详细细节以及测试实验室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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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数据 (包括谱图、计算、所用的化学标准品)；  

• 重复实验数据结果； 

• 内部质量保证/控制 (控制图表 分析序列，空白数据，回收率数据、不确定度、适当使用的参考标准

及材料； 

• 相关能力验证或协作研究的表现；  

• 实验室的官方认证状态。 

每个主管机构在由另外一个机构中得到的额外信息的基础上，检查自己最初的评估结果。例如通过对一个或两

个实验室结果的有效性的认证，两家机构就有可能对结果是否符合要求达成一致，这样就不需要进一步分析来

解决争端。 

如果争端仍然存在，则主管机构按照第 4 部分的步骤进行。 

4 备份样本的分析 

对备份样本进行分析时，以样本完整性和产销监管链没有被损坏,以及相关主管机构对以下样本分析步骤达成的

协议为准： 

1. 时间安排及样品保持有效性的时间9； 

2.  备份样本的分析可以在有出口国专家在场的情况下在进口国实验室进行或者在出口国选择的实验室

进行。  

3. 实验室所使用的分析方法。 

如果进口国的原始检测结果和备份样品的结果差异小于临界差 Δ,则表明是其结果的不确定度造成的 (参考附

件)，进口国对这批商品的的原始评估应当支持,争端因此得到解决。 

如果争端仍然存在，应采用概述第 5 节中的步骤,利用第三方实验室进行裁决。 

5 剩余备份样本的分析 

剩余备份样本应在双方国家同意的具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分析,并基于该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对最终评估结果进

行确认。如果没有在实验室选择上达成一致,进口国的主管机构有权选择实验室。原始检测结果和按照第 4 节所

述步骤得到的备份样本检测结果将被舍弃。如果可能的话，该实验室应当与第 4 节中用于备份结果对比的实验

室是相互独立的。 

 

 

附录 

比较两个结果之间的临界差 Δ 公式： 

2

2

2

1Δ UU 
 

式中 U1 和 U2 是两个结果展开的不确定度 

假如某一组样本数据难以使用以上公式进行计算，则使用另一个不同的临界差公式。 

                                                           

9 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争论, 以消除商品储存过程对其品质造成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