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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浙江华才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华才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廖杰、邱咸、陈云、黄金晶、赵益丽、吴周洁、何少微、王月、斯中发、孙能

惠。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使用本文件应征得发布单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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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肉样品检验检测机构样品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鲜肉样品检验检测机构样品的一般要求、接收要求、保存要求、分装制备与传递要求、

处置、清理或返回要求以及记录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鲜肉样品检验检测机构样品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要求 

4.1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鲜肉样品接收、标识、保护、处置、流转、保存、清理或返回程序，应确保

样品在管理期间符合法律、法规、规范及 RB/T 214的有关要求。 

4.2 检验检测机构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鲜肉样品的管理。 

4.3 检验检测机构在鲜肉样品接收、标识、保护、处置、流转、保存、清理或返回过程中应避免样品

退化、污染、丢失、损坏或混淆。检验检测机构应保护样品的完整性、原始性，以满足检验检测的需要，

同时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证明诚信服务、保护客户机密和所有权的需要。 

4.4 检验检测机构应有确保可追溯的鲜肉样品标识系统，标识系统可以是电子的也可以是纸质的，保

证样品在管理期间保留该标识。标识系统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样品名称； 

b) 样品编号（唯一性）； 

c) 检验检测性质，如委托检验、监督抽查、发证检验等（适用时）； 

d) 接收日期（适用时）； 

e) 检验检测状态，如待检、在检、检毕、留样； 

f) 样品保存条件； 

g) 样品条码或射频标识； 

h) 检验检测过程中需要提供的其他样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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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收要求 

5.1 样品接收人员在接收鲜肉样品时要对以下信息进行核查，在确定样品不符合接收要求时应及时与

交样人或客户沟通： 

a) 样品包装完好（适用时）； 

b) 样品标签清晰完整（适用时）； 

c) 样品数量满足检验检测项目要求； 

d) 样品数量满足备份要求（需要时）； 

e) 抽样单信息与样品信息一致（适用时）； 

f) 样品应按照规定的储存条件运输，并符合安全要求； 

g) 样品运输条件应符合不同肉制品的特性需要，以确保样品的完整与稳定； 

h) 其他影响样品原始特性的情况。 

5.2 以下情况，如客户无特殊要求，鲜肉样品接收人员可以拒绝样品： 

a) 样品包装有明显损坏（适用时）； 

b) 样品本身有明显损坏或缺陷； 

c) 样品标签缺失（适用时）； 

d) 样品数量不能满足检验检测需求； 

e) 抽样信息与样品信息不一致（适用时）； 

f) 样品运输未按照规定的储运条件，影响了样品的原始特性； 

g) 样品存在常见动物病害肉的外观特征； 

h) 存在已知的取样错误。 

5.3 鲜肉样品接收后应在样品登记信息表或其他类似系统中详细记录样品的信息，并张贴样品唯一性

标识。样品登记时，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a) 样品编号； 

b) 样品名称； 

c) 委托单位信息（适用时）； 

d) 受检单位信息（适用时）； 

e) 生产单位信息（适用时）； 

f) 检验检测项目； 

g) 检验检测方法； 

h) 判定依据（适用时）； 

i) 样品数量； 

j) 样品接收时间； 

k) 送样人姓名； 

l) 送样人联系方式； 

m) 样品接收人； 

n) 残样处理方式； 

o) 保存条件； 

p) 样品的分装情况（适用时）； 

q) 客户的特殊要求（适用时）； 

r) 样品的异常情况（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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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方法的偏离（适用时）； 

t) 样品条码（适用时）； 

u) 其他需要的信息（适用时）。 

5.4 检验检测机构应设置独立区域进行样品接收，根据不同的鲜肉类型进行温度、湿度区分放置。 

6 保存要求 

6.1 检验检测机构应设置独立的样品室及设施保存鲜肉样品，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微生物及尘

埃等）符合样品保存要求。 

6.2 检验检测机构应有消防安全设施、措施。 

6.3 检验检测机构宜设计监控、门禁或报警系统。 

6.4 检验检测机构应满足样品在待检、分装制备、检测传递和储存过程中初始性能保持的相关要求。 

6.5 检验检测机构用于保存样品的容器应符合样品的特性需要。 

6.6 检验检测机构应维护、监控和记录样品存放条件。 

6.7 检验检测机构宜用封条或其他方式将样品封存。 

7 分装制备与传递要求 

7.1 分装制备 

7.1.1 需要分装制品的样品，应在保持鲜肉样品原有性状不变的情况下，由样品分装制备根据检验检

测项目将样品分装成若干样品单元，并在样品流转单（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系统中做好交接记录。 

7.1.2 必要时要对样品单元的明显标识进行盲样化处理。 

7.1.3 对于方法标准中有特殊要求的分装制备，应根据其要求进行。 

7.2 检验检测机构内部流转 

7.2.1 样品管理员应及时将不需分装制备的鲜肉样品分装给检验检测人员，并在样品流转单（计算机

系统）或其他类似系统中做好交接记录。 

7.2.2 需要由多个检验检测人员共同使用或分包的鲜肉样品，样品管理员应根据检验检测项目及时将

加贴了标识的样品，分发给样品分装制备员进行分装并在样品流转单（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系统做

好交接记录。 

7.2.3 检验检测人员应根据登记的样品信息核对样品，检查是否存在差异，如密封情况、包装、标识、

性状等，有疑义应立即报告。 

7.2.4 样品在检验检测机构内部流转过程中始终做好样品或样品单元流转单，记录应包括以下信息： 

a) 样品名称； 

b) 流转样品状态描述和数量； 

c) 样品单元的标识，标识需唯一且能溯源到原始样品； 

d) 流转时间； 

e) 样品型号规格（适用时）； 

f) 检验检测项目； 

g) 检验检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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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样品流转中涉及的人员签名。 

7.2.5 样品在检验检测和传递过程中应按照样品的检验检测状态分类存放，并在样品标识上注明“待

检”、“在检”、“检毕”或“留样”。 

7.2.6 如有复检或仲裁复议时，检验检测机构在调用留样前应与客户确认，经检验检测机构授权人员

审批后方可，并在样品登记信息表（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系统中做好留样调用记录。 

7.2.7 鲜肉样品在检验检测机构内部流转过程中要与流转记录一并流转，宜对客户信息屏蔽，以防有

失公正。 

7.3 检验检测机构外的样品传递要求 

7.3.1 在检验检测机构外进行分析的鲜肉样品传递应在样品流转单（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系统中

做好记录，记录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a) 样品传递原因的简要说明； 

b) 传递样品状态描述和数量； 

c) 传递方式； 

d) 传递样品的唯一性标识和封存情况； 

e) 传递样品的特殊保存要求（适用时）； 

f) 传递日期和时间； 

g) 接收单位名称； 

h) 接收人信息。 

7.3.2 需要分装制备的传递样品，应该原检验检测机构完成样品单元的制备、加贴标识，再进行检验

检测机构外传递。 

7.3.3 鲜肉样品在检验检测机构外传递的运输条件应符合样品的特性要求，以确保样品的完整性和稳

定性。 

7.3.4 鲜肉样品在检验检测机构外传递过程中要与流转记录一并流转，宜对客户信息屏蔽，以防有失

公正。 

8 样品处置、清理或返回要求 

8.1 样品应根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客户要求的规定保存期限。 

8.2 检验检测机构应按照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制定样品的过期处置要求，并做好处置工作。 

8.3 样品应分类处置，处置过程中应考虑到对环境、安全、健康等方面的影响。 

8.4 对于客户在合同中声明需要返回的样品，应做好交接记录后返回。 

9 样品记录管理要求 

9.1 与送检样品相关的所有文件或记录均应与检验检测报告一起存档同期保存。 

9.2 在没有其他规定的情况下，检验检测机构样品管理记录应至少保存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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