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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抽样是农产品检测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具有
特殊性，需要在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人员的到生
产现场进行采样，采集和运输过程还需避免不同样品间的
交叉污染和可能引起后面检测结果的样品性状变化，抽样
过程中还需及时、准确的记录样品的相关信息。整个抽样
按随机性、代表性、可行性、公正性的原则进行抽样。样
品制备也是影响检测质量的重要环节，农产品的样品制备
要求一个样品制备成为 3 份样品，1 份用于检测，1 份为留
样，1 份做备份样，制备过程也需保证代表性，用四分法
不断的进行缩样，最终制备成所需要的数量。从农产品的
抽样到样品的制备，一般来说要经过抽样人员、接样人员
和样品制备人员 3 道程序，相同的样品信息流转 3 次，中
间填写和粘贴大量的格式不同的样品标签，整个环节稍微
不仔细就会出错，小则样品信息错误，大则样品实物和样
品标签张冠李戴，传统的抽样制样方式始终解决不了这个
问题。

近 10 年来，国家大力实施“互联网＋”战略，使许
多行业迸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把农产品的抽样和互联
网创造性的结合起来，即智慧抽样系统，也是这股“互联
网＋农业”浪潮中的一个成功案例。智慧抽样系统是实验
室信息管理（即LIMS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自 2018 年
6 月起，已在我中心成功运行了 3 年，大大改善了抽样人
员、接样人员和样品制备人员的工作效率，抽样的公正性
和真实性也得到了保证，更实现了样品信息在各个环节的
无差错传递。该系统通过对抽样制样过程的互联网管理，
实现了样品采集和制样流程的标准化、工作填报的智能
化、样品数据的电子化、数据管理的科学化，它使抽样和
制样工作效率更高，管理更加规范。

一、传统的抽样制样流程及常见问题
（一）抽样任务的安排
抽样计划一般在年初已经根据省市农业行政主管下达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方案提前制定好，我中心作为实施
检测的技术机构，主要负责风险监测的抽样工作（即例行
监测和专项检测），监督抽样的抽样工作一边由农业执法
部门负责。实施抽样前由抽样管理人员按抽样计划安排好
最近的任务，内容包括抽样具体地点、品种、数量、人员
分组、样品编号、时间等，一般打印成纸质发个抽样人员
或电子版发至工作群，抽样人员接受任务后按要求实施抽
样。

常见问题：我中心参与抽样的科室和人员都很多，种
植业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分别由不同的科室负责抽
样。抽样管理人员需要非常细心，花费大量的精力协调、
核查和整理各科室的抽样情况。最容易出错的是样品编
号，如果编重或者编漏一般不容易发现，常常到抽样结束
后，抽样人员交样给接样人员，在样品信息录入环节才会
被发现。

（二）现场抽样
抽样人员接任务后至抽样现场抽样，需要时还需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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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和现场定位。抽样人员付款装样后，填写抽样单（一
般是提前印制的带 4 联自复写纸的纸质抽样单）。

常见问题：该环节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样品不
真实的问题，所谓不真实，即抽样人员未到样品的生产现
场，所“抽”样品可能是路边购买的，也可能是区县配合
方提前准备的，编造样品信息和抽样地址。原因有两点：
一是抽样量大，某些抽样人员不想吃苦，能懒则懒；二是
某些区县配合方追求高合格率，提前准备好对质量安全有
把握的农产品。

另外一个问题是工作量巨大，我中心每年抽样的样品
数量约 4500 批次，按一年安排 200 天抽样计算，每天的抽
样样品量都在 20 批次以上，填写抽样单数量巨大。纸质抽
样单的填写效率不高，遇到相同地点重复内容、常用的区
县农业部门的名称和联系方式、抽样依据等每单都需要手
写，而且由于是纸质填写，各人的笔迹不同，常常需要花
时间辨认不同抽样人员的笔记，一式四联（一联给受检单
位、一联给当地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配合人员、一联随样
品流转，还有一联抽样科室自己存档）的复印纸往往后面
的 1 联或两联不清晰，影响字迹的辨认。

（三）三方签字确认抽样有效
样品交接完成并按要求封样后，受检方、抽样方、当

地农业部门三方确认抽样真实、有效后在抽样单上签字，
抽样单的其中两联撕与受检方和当地农业部门。

常见问题：由于我中心受控的抽样单是每个样品只能
填写一份抽样单。每个抽样单三方都要签字，抽样人员和
当地配合抽样的农业部门签字的工作量较大，尤其是当地
农业配合部门人员，每个抽样单都要填写自己的姓名、联
系方式和部门名称。另外纸质抽样单一式四联，每年 4500
个样品，需要A4 纸张 18000 张，浪费量大，不环保。

（四）样品标识
抽样人员按标准采完样品后需要填写样品标签，粘贴

于对应样品，按要求运回样品至实验室。
常见问题：抽样人员填写标签需要誊录抽样单上的样

品编号、样品名称等信息时，如果不仔细样品标签上的信
息和抽样单上的信息不一致，而且同一地方抽样量大时，
样品标签容易和样品实物搞混淆，这些应为誊录信息发生
的错误往往在现场容易被忽略。

（五）样品交接
样品运回实验室，抽样人员和业务接洽员进行样品交

接，接样人员核对样品后在电脑中录入抽样单上的信息。
常见问题：信息誊录最容易发生错误，接样人员所誊

录抽样单的信息量较大，出错率远比抽样人员誊录样品标
签时更大。一般抽样人员交样都是在下午，需要在很短的
时间里核对好抽样单和样品实物、录入样品的信息，工作
量很大，很容易由于粗心或对抽样单填写人员的字迹的辨
认偏差常常导致录入信息出错。

（六）样品制备
对需要制备的样品，流转至制备人员进行制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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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每个样一式三份，核对好样品后，填写三份标签（即
“试样”“留样”和“备样”），送“试样”流转至检测室。

常见问题：制备时样品量较大，一个样品需要制样三
份，制样人员制完样后要粘贴“试样”“留样”和“备样”
标签，把正确的标签贴到正确的样品盒上，做到不出错是
制样人员面临的问题。

（七）交接记录
整个农产品的抽样和制样，实际上是样品在进行检测

前的流转过程中，涉及抽样人员和样品接洽员的交接，样
品接洽员和样品制备人员的交接，样品制备人员和检验人
员的交接，按照实验室运行的管理要求，每个步骤都要留
下痕迹，都需要填写纸质记录。

常见问题：填写记录的工作繁琐，工作量大。
二、利用智慧采样系统解决传统方式中的常见问题
我中心使用的智慧采样系统分为管理系统和终端，管

理系统为互联网操作，包括的内容有人员管理、任务管
理、样品管理、功能设置、数据管理等；终端即便携式采
样终端，需要时包括打印机，采样终端集成了抽样单的填
写、电子签名、照相定位、打印不干胶标签等功能，能完
成从抽样到制样环节的信息化管理。对照传统抽样制样的
7 点流程可明显看出智慧采样系统的优势：

（一）抽样任务的安排
在互联网专用账户上下达任务。设置了不同权限的人

员登录账户后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如管理人员操作权限较
大，可使用互联网系统中的设置进行功能的优化，可以下
达任务，修改抽样人员反馈的错误信息等，抽样人员、接
样人员、样品制备人员和相关领导只能查询权限。互联网
上的各项功能和任务的变动都会及时的更新到抽样人员使
用的便携式终端上，同样的，抽样人员使用便携式终端的
样品信息一经提交也会在即时反映到互联网的专户中。抽
样管理人员互联网专用账户的任务菜单下达任务，最大的
优点是可以批量化的下达每屁样品的样品编号，并且保证
不会重复编号。不同类别的抽样（种植业、畜禽产品、水
产品）可以使用“预填功能”最大限度的设计好抽样单模
板，在任务中可选择预填好的相应模板，该功能可减少抽
样人员填写抽样单的工作量。

（二）现场抽样
抽样人员登录智慧采样系统的便携式终端，进入属于

自己的抽样任务（管理人员在互联网上下任务时会指定抽
样人员，未指定的抽样人员登录便携式终端时看不到该任
务），按样品编号顺序在电子抽样单上填写信息，不必担
心字迹的辨认。为了提高终端对抽样单的信息录入效率，
管理人员在互联网使用可以预先对各种功能进行优化设
置。常见的功能如下：

通过照相和定位功能，可以佐证抽样人员是否在生产
基地现场抽样，从而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每个样品在填写
完文字信息后会出现“下一步”进行拍照和定位，拍摄的
照片和定位的经纬度、时间、地址信息会作为附件和抽样
单一起保存。

通过使用语音输入、电子字典库、复制、预填、地址
名称自动显示、栏位关联等功能提高输入效率。如，抽样
依据、方式、本单位信息等内容可以通过预填功能提前输
入每份抽样单；区县的农业部门信息及联系方式、常见备
注和样品名称可通过电子字典库，只需输入第一个字整句
话即可全部录入；同一地点样品数量较多时，可使用抽样
单的复制功能减少后面抽样单的输入；抽样单时间自动填
写、地址由GPS定位系统直接显示至抽样单大大减少时间
和地址的输入；受检单位名称、地址和生产单位相似时使
用栏位关联可只输入受检单位名称一次，地址和生产单位
会同步显示相同的输入，只需稍加修改即可。

通过更改功能规范样品的名称。抽样人员填写蔬菜水
果样品名称常常不规范，填成了俗名，管理人员可以把常

见的俗名录入系统中，当抽样人员填写时填入了俗名，系
统会更改成为“规范名称（俗名）”。

通过设置必填项杜绝漏填现象。如果抽样人员漏填了
一栏或多栏，在进入下一步时系统会提示哪栏未填写，无
法进入下一步。

通过照相功能把现场照、定位参数绑定到相应样品编
号。保证抽样人员到现场抽样，样品是真实的。

通过校核功能可再抽样单信息填写完成之后，三方签
字之前对关键信息进行强制显示，由抽样人员校核确认后
再进行下一步。

（三）三方人员签字
在便捷式终端上进行电子签字，尤其对于在同一个受

检单位产生的所有抽样单，可使用批量签名，即三方只签
一次名可以完成多个样品的确认。

通过抽样单中填写的QQ邮箱，抽样结束后，电子抽样
单（含现场的定位照片）可由管理员在互联网上一键发送
至当地农业部门和受检单位。如需纸质抽样单的，三方签
字完后可以直接通过和便捷式终端无线连接的打印机直接
打印，需要几份就打印几份，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纸张的浪
费。

（四）样品标识
抽样人员在便捷式终端填写完样品信息后，可即时打

印该样品标签，该标签带有唯一二维码，不干胶纸，可第
一时间打印并贴在样品上，不必担心实物和信息的对应出
现错误。

（五）样品交接
样品运回实验室，收样人直接扫描二维码可把抽样单

上的信息转录至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减少 90%以上的抽
样信息录入工作量，并且实现信息录入的 0 差错率。

（六）样品制备
制样人员扫描样品标签上的二维码，可打印出“试

样”“留样”和“备样”三个该样品编号的标签，直接粘贴
于制备出的 3 份样品，解决了一一对应问题。

（七）记录单的填写
抽样人员和接样人员、接样人员和样品制备人员之间

的样品流转记录不再需要纸质记录，通过交接时扫描唯一
的二维码和电子签名，形成了交接的电子记录，并且更加
合理和容易保存。

综上所述，从我中心运行的情况来看，智慧采样系统
具备全程信息化、减少错误率、提高操作效率、保证样品
真实性的优点，改善了传统方式效率低、错误率高、样品
不真实、信息传递效果差等诸多问题，能最大限度地保证
抽样的公正性和真实性，值得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抽
样制样环节中进行推广。该系统在样品的随机性和代表性
的实现上还有不足之处，由于人的因素的影响，所抽的农
产品样品抽品种、在哪个地点抽样上往往带有当地配合农
业部门人员的选择痕迹，把抽样的随机性和代表性融合进
智慧采样系统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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