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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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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感官分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临沂大学、内蒙古蒙牛乳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日照市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完美(广东)日用品有限公司、中山市食品学会、广东博然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飞鹤乳业有

限公司、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北工商绿色护肤品研究院有限公司、哈尔滨敷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宜品乳业(青岛)
集团有限公司、佳格食品(中国)有限公司、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科能化妆品科研有限公

司、广州中妆美业化妆品有限公司、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御坊

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雾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养生堂天然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广州悦荟化妆品

有限公司、淄博阳春三月乳业有限公司、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碧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盛评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博洋家纺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化研实验室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宏、赵镭、邓六爱、汪厚银、刘云国、钟葵、史波林、单耕、张娜、宋义运、唐青涛、

李洪亮、陈亚非、安志丛、武维伟、苏玉芳、孙培琴、刘桂荣、赵凯、李懿霖、李翠枝、孙晓辰、特日格乐、
段建华、张慧萍、张澜、周云、李梅、智丽慧、赵芸、肖丹华、胡志高、周梅、王飞飞、郑木创、张立国、牟善波、
刘昌树、付杰、李传茂、黄泽婷、王延涛、李适炜、晏永球、唐正红、黄志明、胡家逢、周太刚、张璐、胡力、
吴梦洁、林文强、张秋英、宁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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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分析实验室 质量控制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感官分析实验室质量控制的指导,给出了人员、实验室环境、设备和标准物质(样品)、

方法的选择、验证和确认、检测样品的处置、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确保结果有效性、报告结果、不符合工

作等感官分析活动的质量控制要素。

本文件适用于以评价小组为主体开展感官分析技术活动的实验室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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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0221 感官分析 术语

GB/T12312 感官分析 味觉敏感度的测定方法

GB/T13868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

GB/T15549 感官分析 方法学 检测和识别气味方面评价员的入门和培训

GB/T16291.1 感官分析 选拔、培训与管理评价员一般导则 第1部分:优选评价员

GB/T16291.2 感官分析 选拔、培训和管理评价员一般导则 第2部分:专家评价员

GB/T22366 感官分析 方法学 采用三点强迫选择法(3-AFC)测定嗅觉、味觉和风味觉察阈值

的一般导则

GB/T29604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特性参比样的一般导则

GB/T45172 感官分析方法 定量描述感官评价小组表现评估导则

ISO22935-1 乳和乳制品 感官分析 第1部分:评价员的招募、选拔、培训和管理(Milk
andmilkproducts—Sensoryanalysis—Part1:Recruitment,selection,trainingandmonitoringofas-
sessors)

3 术语和定义

GB/T102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感官分析 sensoryanalysis
感官检测/测试 sensorytest
用感觉器官评价产品感官特性的科学,用于唤起、测量、分析和解释通过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和听

觉感知到的食品及其他产品的特征或性质。
[来源:GB/T10221—2021,3.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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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质量控制 qualitycontrol;QC
感官实验室为达到质量要求所采取的作业技术或活动。
注:实验室的质量控制指对实验室数据进行质量控制。

3.3 
感官评价员 sensoryassessor
参加感官测试的人员。
[来源:GB/T10221—2021,3.5,有修改]

3.4 
感官评价小组 sensorypanel
感官评价员(3.3)组成的小组。

3.5 
评价小组组长 panelleader
感官分析实验室中负责组织管理感官评价小组(3.4)活动以及招聘、培训和管理感官评价员(3.3)

的人员。
[来源:GB/T23470.2—2009,3.1,有修改]

3.6 
感官分析师 sensoryanalyst
感官分析实验室中履行专业技术职能的人员,负责管理一个或若干评价小组组长(3.5),设计实施

感官检测以及分析和解释感官检测数据等。
[来源:GB/T23470.1—2009,3.3,有修改]

3.7 
参比样 referencesample
为定义或阐释一个特性或给定特性的某一特定强度水平而严格筛选出的实物或物质。
[来源:GB/T10221—2021,3.21,有修改]

3.8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在相同测试条件下,同一评价员或评价小组对同一测试样品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来源:GB/T10221—2021,3.45]

3.9 
再现性 reproducibility
在不同测试条件下,由不同的评价员或评价小组对同一测试样品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注:再现性包括:

a) 评价小组(或评价员)的短期再现性,以天为间隔的两轮或多轮之间感官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b) 评价小组(或评价员)的中长期再现性,以月为间隔的不同轮次之间感官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c) 不同评价小组间的再现性,不同评价小组在同一实验室或不同实验室获得的感官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来源:GB/T10221—2021,3.46,有修改]

3.10 
小组一致性 panelconsensus
评价小组成员对描述产品特性的术语和评价的强度达成一致。
[来源:GB/T10221—202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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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信度 reliability
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可靠性程度。其实质是对检测控制误差的能力、检测的结果准确而可靠地传达

真值信息的能力的量度。

3.12 
效度 validity
测量结果的有效性程度,即试验方法达到试验目的的程度。

4 总体原则

充分考虑影响感官分析数据信度和效度的因素,并对其控制是感官分析实验室质量控制的要点。
可通过对感官分析技术活动要素过程控制或者对其控制过程和结果核查来开展实验室质量控制或评估

实验室质量控制的状况。

5 人员

5.1 基本原则

实验室宜配备从样品接收到检验废弃物处理全过程的技术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感官分析师、评价小

组组长、感官评价员、样品制备员和样品提供员等,明确其职责。

5.2 感官评价员

5.2.1 评价员的筛选

依据GB/T16291.1、GB/T16291.2、GB/T22366和GB/T12312中的技术要求,开展感官评价员

的筛选并建立程序文件。
由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从兴趣动机、出勤保障、知识背景和健康状况等对招募的人员进行考

察。根据其态度、表达能力、个性特点及其他因素等进行初选,人数宜为评价小组实际需要人数的

2倍~3倍,再进一步开展试验测试进行筛选。
筛选试验通常包括感觉敏感度测试在内的感官功能测试、感官特性描述和表达能力测试等,主要通

过匹配检验、差别检验、排序检验、风味描述和质地描述等考查评价员对滋味、气味、质地等主要感官特

性的分辨、记忆、描述和差别区分的能力。
专门用途或特定领域的感官评价员筛选宜依据其领域的相关标准,如气味评价员筛选宜依据

GB/T15549开展,乳和乳制品评价员筛选宜依据ISO22935-1开展。

5.2.2 评价员的培训

依据GB/T16291.1、GB/T16291.2中的技术要求,开展相应的感官评价员的培训并建立程序

文件。
对通过筛选的评价员进行培训,人数宜为评价小组实际需要人数的1.5倍~2倍。培训内容主要包

括感官检测所需的基本技能,如感官分析基础知识、技术方法和检测涉及的相关产品知识等。采用重复

性、再现性、小组一致性和正确性等客观指标评估感官评价小组和小组成员的培训效果。
经过培训的评价员在进行表现评估时,发现其能力低于要求或者在开展感官检测过程中偏离小组

均值较大,则需对评价员再培训,待其满足要求后再上岗。
专门用途或特定领域的感官评价员培训宜依据其领域的相关标准,如气味评价员培训宜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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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5549开展,乳和乳制品评价员培训宜依据ISO22935-1开展。

5.2.3 表现评估与能力维护

实验室需定期对评价小组及成员的表现进行评估和维护,并保存记录。维护周期依据评价员参与

试验的频次确定,可选用3个月、6个月或12个月的间隔周期,由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依据评价

员及其重复性和再现性等稳定性情况确定。
依据实验室感官检测范围,维护的内容可包括嗅觉、味觉、触觉、视觉和听觉等方面的感官检测能

力。对于开展定量描述的评价小组可依据GB/T45172进行表现评估。
对于在规定时期内未参加感官检测的人员以及检测结果超出可接受准则的人员,需启动再培训程

序并重新进行表现评估,确认合格后再进行感官检测。

5.3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

5.3.1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的选用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需具备较强的感官分析知识背景、实践经验以及组织管理和沟通能

力,能合理设计感官检测活动、创造开展感官检测的条件和组织感官检测正确实施。候选人可来源于评

价小组成员或经过专门培训的新进人员。
若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来自评价员,需进一步学习感官分析技术方法和实施程序,并由感官

分析师具体监督指导。若选用新进人员,上岗前要对其进行岗前培训或监督考核,使其熟悉检测样品的

感官特性,熟知感官检测的实施流程。

5.3.2 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的培训

可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培训。一是由有经验的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进行培训;二是个体经验积

累和参加在职培训。培训内容宜涵盖预期的感官检测领域,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测程序的选择、试验设计与分析;

b) 样品的准备和检测的实施;

c) 检测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d) 检测结果的报告;

e) 检测记录的维护;

f) 感官检测所必要的资源配置和服务的维护;

g) 感官评价员的选择、培训、能力维护和管理程序;

h) 感官评价员健康和安全的管理。

5.4 人员的授权

对外提供检测服务的实验室,参与感官检测活动的全部岗位均需被授权。其中,感官分析师/评价

小组组长由实验室管理层授权,并保存授权记录。

5.5 人员记录的保存

实验室需保存所有参与感官分析活动人员的选用、培训、教育背景、相关资格、技能和经验等资料,以及参

与感官分析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技术及质量记录,以便于开展内部或外部质量控制活动时的核查或审查。

6 实验室环境

实验室的建立宜符合GB/T13868的要求,包括实验室位置的选择、功能区的设置、温湿度的控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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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照明、装饰、气味、安全措施及其他设施与要求。其中,检测区需对其主要环境参数(如温湿度)进
行监控并记录。

a) 检测区的温度和湿度可调节、能控制。除有特殊要求,优先以评价员体感舒适为宜,同时考虑

样品处置的需求。

b) 噪声宜控制在40dB及以下,可采用降噪、防震等处理。

c) 控制外来气味。检测区内可采用带过滤(如可更换的活性炭)的换气装置来净化空气。定期检

查过滤装置以免其失效或产生臭味。过滤器宜每2个月~3个月更换一次。为防止其他区域

气味对检测区的干扰,检测区内宜保持适当正压;为加快检测完样品残留气味的排出,检测区

内宜保持适当负压。

d) 如特殊领域有明确规定的,环境设施需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如为了屏蔽样品颜色、外观等的

影响,实验室需配备有色光源。

e) 检测区宜紧邻样品制备区并隔开。若样品制备区不在检测区附近,需注意样品的传输方式,以
保持样品原有的特性。

7 设备和标准物质(样品)

7.1 设备配备

实验室需配备满足检测工作要求的专用设备。可选用不锈钢、玻璃、陶瓷和合适的塑料制品等。常

见的设备包括:

a) 样品制备和储藏设备,如烤箱、微波炉、电磁炉等加热设备,样品恒温装置,冰箱和冰柜等冷藏

设备,以及用于样品切分和简单加工的设备或装置等;

b) 称量或测量设备,如温度计、计时器、天平、烧杯、烧瓶等;

c) 样品提供器具,如品评杯、盘等。

7.2 设备检定/校准

对检测结果有显著影响的设备进行定期检定/校准,确保使用的设备和器具不会对检测结果造成

影响。

7.3 标准物质(样品)/参比样

实验室需配备用于培训感官评价员、监控实验室能力、进行方法验证、方法比对时使用的标准物质或

样品(包括有证标准物质、感官特性参比样和感官质量对照样等)。参比样的建立宜参考GB/T29604。
标准物质(样品)的制备及储存能防止污染,标识宜根据长期保存和短期使用进行划分。标识的内

容可不同,但均需明确标识。可长期使用的标准物质(样品)标识需包括保质期、储存条件、适用性和使

用限制等相关信息。短期使用的标准物质(样品)标识包括名称、浓度、制备日期/到期日期、制备人等溯

源信息。
如有可能,针对每一种感官特性建立适合的参比样,用于评价员培训效果评价及能力维护,以及感

官分析方法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内部参比样可由评价小组组长选择建立。参比样的制备需建立文

件,不同批次参比样宜建立验收要求,记录参比样符合要求的情况。

8 方法的选择、验证和确认

8.1 标准方法的选择和验证

宜选用感官分析标准方法进行检测,并优先考虑评价员的安全。选择标准方法进行感官检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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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实验室需进行方法验证以保证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方法。方法验证主要是验证实验室依据标准方法

在重复性和再现性测试的条件下,针对同一检测对象能否产出一致结果。

8.2 非标方法的开发和确认

8.2.1 非标方法的开发

若针对检测项目,现有的标准方法不适用时,实验室可开发非标方法,并进行确认和记录。方法中

一般需包括以下内容:

a) 测试的感官特性的定义、参比样和评价技巧;
b) 样品制备的方法、贮藏条件和被测时的温度;

c) 向评价员提供样品的顺序(最大限度地减少生理和心理偏差);

d) 测试轮次的管理(通常一个轮次测试一个系列的样品),样品测试之间的时间间隔和每天测试

的最大样本数;

e) 评价员的要求(如初级、优选和专家评价员)和小组的人数要求(至少3人);

f)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如温度、光线等);

g) 设备和材料,包括检测不同样品之间用于去除口腔和/或鼻腔、皮肤残留感觉的物质;

h) 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

i) 报告结果需包含的信息。

8.2.2 非标方法的确认

需将评价小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方法确认,并确定构成小组所需评价员的最少人数。确认指标包

括小组一致性、重复性、再现性。确认程序至少包括:
a) 试验设计(评价员数量、样品数量、重复次数和轮次数);

b) 使用的样品(例如,在产品感官质量合规性判别或者感官特性识别时,所选择的样品包括合格

的和不合格的产品,或者典型的和非典型的样品);
c) 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

d) 在确认报告中记录确认结果,包括确定方法的上述性能指标的分析,宜建立该方法的可接受性

准则。

9 检测样品的处置

9.1 样品管理

实验室需建立样品管理规定,如建立样品处置程序。包括样品制备的所有细节(如切分、解冻、蒸、
煮、烧和烤等使用方式,化妆品的分装、调制和预涂等),描述尽可能详细,所有检测样品按照同样的方法

处理,提高结果的重复性。例如,当煮马铃薯样品时,加水量、用盐量、煮制时间、马铃薯的品种和平均尺

寸等均需描述。
必要时,实验室要建立处置和制备新类型样品的程序,包括检测后样品的保留和处置的规定。

9.2 样品标识

实验室需建立样品标识要求。样品标识以客观和中立的方式呈现(例如,使用三位随机编码),牢固

地贴在样品包装上,并能防止标识褪色或难以辨识,以及抵抗可能的极端温度和湿度。

9.3 样品储存

样品储存需保持样品的完整性。储存区域需保持干净整洁,环境条件宜能避免可能改变样品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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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温度、湿度及其变化等影响因素。必要时,对环境进行监测。如待测的样品需特殊的储存条

件,实验室有必要保持对储存条件的监测和记录,以符合特定要求。

9.4 样品接触材料和器具

实验室需对样品包装和用于样品制备的器械进行选择,确保和样品接触的部分不会沾染检验样

品,避免微生物污染及化学物质迁移。用于提供样品的器具需满足样品和测试方法的要求并保持每次

一致。在对样品进行编码时,避免使用带有强烈气味的记号笔。

10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感官分析的结果通常无需从统计学和计量学方面对其不确定度进行严格的评估。在某些情况

下,当感官分析产出的是数值型结果时,可基于重复性和再现性来评定其不确定度。该情况下,需分析

识别影响测量不确定度的可能关键因素,并证明其处于控制之下。

11 确保结果有效性

11.1 制定质量监控方案

实验室对检测结果进行监控主要是监控评价小组的整体表现,以确保并证明检测结果的有效性。
监控方案制定需考虑监控频次、监控方式,并明确每项监控活动数据分析结果可接受准则。

a) 可接受准则的设定可视分析的特性、频率以及检测的难度、可靠性要求而定。对物理感觉的定

量评价一般相对标准偏差(RSD)≤10%。对于化学感觉和化学物理感觉等复杂感觉的定量评

价通常RSD≤20%。

b) 差别检验可采用答对率作为结果的可接受准则,根据被测样品难度、选择的α-风险、β-风险和

Pd(能检出产品间感官特性感官差别的评价员比例)值的大小,设定特定评价小组人数下给出

一致性差别检验结果的可接受准则。

c) 排序法可采用斯皮尔曼(Spearsman)相关系数和最小显著差(LSD)作为结果可接受准则。根

据被测样品的数量、难度和选择的α值大小,以及设定特定评价小组人数等条件下给出一致性

排序结果的可接受准则。

11.2 内部质量监控

实验室需依据运行情况组织实施内部的质量监控活动,保证实验室产出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常见的

监控方式及频次包括以下方面。

a) 对样品进行重复测试,频率宜为每个检测日,以检查小组的重复性。该控制也用于评价小组和

评价员个体的监控。

b) 使用标准物质(样品)或有固定特性的参比样进行测试,测试频率宜为每月一次。该控制可用

于监控小组的再现性和正确性(如有可能),评估其辨别能力,并对评价员个体进行监控(例
如,个体与小组结果的偏离)。

c) 使用参比样进行测试(如来自实验室间的参比样、由小组组长选择的内部参比样、其他具有某

种特性的材料);测试频率宜为每月一次;该控制可用于监控小组的再现性和正确性(如有可

能);评估其辨别能力,并对评价员个体进行监控(例如,个体与小组结果的偏离)。

d) 定量感官分析数据可报告为具有观察数据范围、平均值的标准偏差或极差。这些数据可绘制

为跨时间或批次折线图上的点,也可绘制为条形图,并用控制图表示,通常是X图。控制图是

一种统计过程控制工具,用于确定任务过程是否处于控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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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针对每个样品,需核查评价员个体结果与评价小组总体结果的一致性。

11.3 能力验证

若可行,实验室需参加与其检测能力相关的能力验证,或实验室间能力比对,宜优先参加使用适当

基质的能力验证计划。

12 报告结果

感官分析/检测报告中需包含与样品感官分析/检测相关的信息,注明样品情况、使用的评价员/评

价小组、感官分析方法和符合性声明(如有要求)。报告结果的符合性声明需由授权签字人进行确认,包
括根据规范或感官要求评价感官分析结果。必要时,制定用于声明符合或不符合要求的评价标准。在

检测报告中,与符合性声明一起,还需确定规范的适当标识和包含评价标准的文件(例如,表明其修订状

态和或批准日期)。

13 不符合工作

当感官评价员或评价小组连续监控活动的结果不符合可接受准则时,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启

动不符合工作程序。如果感官评价员不符合个体监控的既定要求,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决定是否

有必要取消其资格,要求其暂时离开评价小组并重新培训,然后再决定是否重新进入评价小组。
小组监控中常见的不符合工作包括以下方面。

a) 不满足评价小组重复性的既定要求(例如,所评价的感官描述词总数中不具有可重复性的比例

很高)。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小组组长要对样品结果的可接受性作出决定,因为未能证明评价

小组能以重复的方式开展测试。

b) 样品被检的特定感官特性,或者样品中需被检出的最小百分比的感官特性,未能满足评价员的

结果与小组结果一致性的既定要求(例如,每个评价员的响应与整个评价小组结果之间的最大

可接受差异)时,则感官分析师/评价小组组长取消该样品,并对该样品进行新一轮次的评价

后,再形成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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