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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测领域中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 

马嘉卉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生物工程技术在食品检测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它不仅提高了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而且增强了食品生产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生物工程技术包括生物传感技术、免疫技术等，这些技术在食品检测中的应用对于确保食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健康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探讨生物工程技术在食品检测实践中的应用，对于推动食品安全科学的进步和保障公共健康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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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检测的发展现状分析 

食品安全与人们自身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无法保证食品的安

全性，那么将会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同时也会造成人

们在经济上的损失。食品安全问题包括了微生物带来的危害以及基

因工程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

农药残留和微生物污染，如果不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

将会对我国的食品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食品安全与化学、生物

等领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食品在进行保存的过程中主要应用到

了低温、无菌等技术，食品工程的自动化是当前食品检测的主要发

展方向，自动化的检测设备能够减少人为错误，提高检测的一致性

和效率。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食品安全的监管水平，也为消

费者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保障，有助于推动整个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2.生物工程技术的概述 

生物工程属于综合学科，其中主要以生物理论为基础，通过机

械、化学、电子等现代化技术来改变生物遗传物质，结合特定目标

来改变基因，让其更加符合相关的需求。在生物工程中，细胞工程

和基因工程是其中的重要两个分类，同时也是生物工程的重要基础，

细胞技术和酶工程是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我国的生物工程起

始于上个世纪初，接种预防生物制品和消灭传染病方面获得了十分

显著的效果，随着免疫学和微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生物工程的传

统概念已经得到了改变，能够通过人工的方式来实现对基因的重组，

从而改变微生物的遗传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工程技术

的应用更为广泛，包括了医学、农业、环保、化工等多个领域，对

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带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

生物工程技术也推动了生物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合成生物学受到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通过生物部件、系统的设计和构建来为医药能源

等领域带来重要的变革和发展。例如通过微生物来生产生物燃料或

者药材。同时，生物工程也在植物保护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3.食品检测领域中应用生物工程技术的重要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对所有人的生活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

响，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食品检测工作进行重视，包括了原材

料、制备和生产等各个环节，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应用了各种先进

技术。而生物工程技术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具备了其他检

测技术所不具备的能力，在检测中能够从微生物领域来对食品安全

问题进行检测，使得食品检测的准确性获得有效的提升。除了提升

准确性之外，在食品检测领域中对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也大大缩

短的检测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对整个行业的效率进行了提高。通过

基因工程技术来设计出特异性的探针和引物，可迅速的食品食品中

的病原微生物、有害化学成分和转基因等等。另外，生物传感技术

也能够实现对食品安全的实时监测，使得食品安全监管能够在食品

的生产、加工、储存等环节得到控制。通过对这些技术的应用除了

对消费者的健康权益进行保障之外，也促进了食品产业的良好发展。

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未来的食品检测将会更加的高效

便捷，为和谐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4.食品检测领域中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 

4.1 免疫技术 

免疫技术属于抗体抗原相结合的技术，一般包含了免疫荧光技

术、免疫金胶体技术以及放射免疫检测技术等等，其中免疫荧光技

术主要是通过抗原和抗体反应机理来在一致抗原抗体中标记相关的

荧光素，再由荧光抗原和抗体来检查对应组织中的抗原抗体，这种

方法主要用于检测已知荧光抗原标记物的示踪。在进行食品检测中，

免疫荧光技术十分常用，对于食品检测的效率和质量进行了有效的

提升。免疫金胶体技术主要是采用金纳米粒子所具备的光学性质在

结合抗原抗体特异性后产生的颜色来达到检测的效果，这种方法不

但操作起来十分便捷，且灵敏度很高，适合在现场快速检测中进行

应用。放射免疫检测技术虽然具备很强的特异性和灵敏度，但是其

中会应用到放射性物质，会存在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应用的范围较

为有限。免疫技术因为具备很强的灵敏度，所以在对食品当中微量

有害物质的检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食品安全带来了关键的基

础知识。随着我国生物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免疫技术在食品检测

领域中的应用将会变得更加广泛，所涉及到的检测措施也会变得更

加多样化。 

4.2PCR 技术 

在食品检测领域中，对于 PCR 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对食品中

所隐藏的微生物进行检测，能够检测出食品中的细菌。PCR 技术不

但有着很强的灵敏度和快捷性，也能够随着温度的改变来复制脱氧

核糖核酸，通过加入引物来让脱氧核糖核酸进行体外复制。但 PCR

技术应用的成本较高，且操作的过程较为复杂，所以在应用的过程

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虽然 PCR 技术存在着局限，但因为其所具备的特殊优势，仍然让其

在食品检测领域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优化，PCR

技术逐步的克服高成本和操作复杂的缺陷，例如定量 PCR 技术的应

用，除了能够达到定量检测的效果，也能够对样品的处理时间进行

大大缩短，使得检测的效率和准确性获得了有效的提升。除此之外，

数字 PCR 技术的出现，更是大大提升了 PCR 技术的准确度和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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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食品中微生物检测带来了更加可靠的措施和手段。未来随着

微型化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将会使得 PCR 技术变得更加具有

经济性，从而在食品检测中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保障人们的饮食安

全。 

4.3 基因芯片技术 

所谓基因芯片技术，就是利用预设原位合成或者显微镜打印的

方式来进行 DNA 固定的技术，通过这项技术所获得的基因芯片当中

包含了丰富的 DNA 信息，除了安全可靠之外，后续的链接操作也十

分便利。将基因芯片技术应用在食品检测领域中，一般是用来对微

生物进行检测，主要是通过对特定 NDA 序列的高密度排列，来同时

检测数万个基因或者基因片段，使得检测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在食品微生物检测中，基因芯片能够对食品中的致病菌和耐药性等

信息进行迅速的识别，为食品安全快速响应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虽

然基因芯片技术在设备操作和投入方面有着一定的要求，但随着成

本的下降和技术的成熟，会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同时，随着生物

基因数据库的不断丰富，基因芯片的覆盖面和检测准确性也在逐步

的提升。通过将基因芯片技术与其他生物工程技术的结合，能够实

现更加精准高效的食品检测，从而为食品安全提供保障。 

4.4 微生物检测技术 

在食品检测领域中，微生物检测技术一直以来都是其中的重要

检测标准，同时也是最为普遍且常用的一种检测方法，主要应用于

检测食品中的微生物种类及含量，以此来对食品的安全性进行确认。

微生物检测技术主要包括了螺旋接种法和显微镜观察法，无论是哪

种方法，都能够对食品的生产环境、原材料已经包装进行有效的检

测，可避免食品中出现对人类造成危害的细菌，有效的提升食品健

康水平。同时，通过这项技术的应用也能够实现对食品监控和生产

的监督管理，从而保证食品从源头到餐桌整个过程的安全性。随着

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微生物检测技术也在持续的演进，例如基于

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包括了基因测序等等，已经成为了微生物检测

的重要工具，这些技术能够迅速的检测出食品当中包含的微生物污

染，也能够鉴别出特定病原菌株，甚至是其中的耐药性。另外，质

谱分析、流式细胞术等技术的引入也为微生物检测技术带来了更大

的应用范围，能够深入分析微生物群落的结构，从而呈现出食品中

的微生物动态变化和多样性。通过综合应用这项技术能够进一步提

升食品检测的效率和精度，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安全健康的食品。 

4.5 生物传感技术 

生物传感技术利用传感设备来达到食品检测的效果，在接触食

品分子和材料后，主要是通过传感设备来显示生物信号，从而对食

品中的物质进行有效的检测。生物传感技术不但操作起来十分简单，

且反应十分迅速，有着很高的准确性，所需要的检测样品也非常少，

对于提升食品的检测效率和质量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目前来看，

生物传感技术主要被应用在农药残留和抗生素含量检测中。除此之

外，也可用于检测食品中的毒素、激素和重金属等物质，随着微电

子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发展，生物传感器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将会得到

迅速的提升，同时体积也在逐步的缩小，便于携带。例如利用金纳

米粒子和石墨烯等制作的生物传感器，能够有效的检测食品中的有

害物质。另外，生物传感技术可以和物联网进行结合，建立智能食

品检测网络，在这样的模式中，分布在各个环节的传感器可以实时

收集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数据，通过无线传输技术来将信息传输到云

平台当中，从而达到远程监控的效果，除了能够让相关管理人员更

加及时的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也能够有效的溯源，使得食品安全管

理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要求的提升，在食品检

测领域中对生物传感技术的应用也变得更为广泛，未来随着更多新

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生物传感技术将会实现更高级别的智能化和

自动化，为保证人们的饮食安全提供重要的支持。 

4.6 酶技术 

传统食品生产中进行食品的安全检测主要采用的是酶技术，近

些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酶技术在食品检测领域中的应用范围也在

逐步的扩大，检测质量逐步提高，获得了更加理想的检测效果。通

过应用酶检测试纸来对食品中的酶含量和种类进行确定，以此来确

定食品的安全性，从而获得更好的检测效果。在运用酶技术进行检

测的过程中，不但过程简单且效率较高，能够有效的检测出食品中

的残留化学农药，从而有效降低其危害。另外，酶技术也涉及到了

食品添加剂分析、微生物污染检测、转基因成分鉴定等领域当中，

例如使用特定酶标记技术能够对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进行迅速的识

别，这对于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

食品添加剂的分析中，通过酶技术能够准确的测定添加剂的含量和

种类，确保其能够处于国家规定的安全范围内。从微生物污染检测

的角度上来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酶技术能够更为高效率的检测

出食品中的致病微生物，例如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等，为食品安

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随着生物工程的发展，酶技术在食品检

测领域中的应用也在不断的拓展，例如纳米酶技术的出现大大提升

了食品检测的准确度和灵敏度。纳米酶作为新型酶模拟物，有着很

高的化学稳定性，即便是在严苛环境中也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活性，

从而有效的检测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如今在食品检测领域中，生物

工程技术已经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手段，除了提升检测效率和准

确性之外，也有助于及时发现其中的安全问题，从而保障人们的生

命健康。随着科技发展，未来酶技术在食品检测领域中的应用将会

变得更为广泛，检测手段也更为智能和先进，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

重要的支持。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物工程技术在食品检测领域的应用已成为提升食

品安全标准的强大引擎。借助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前沿科技，能够

实现对食品中有害成分的高效识别与快速反应，极大地强化了食品

质量管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展望未来，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持续

革新，其在食品检测领域的重要性将愈发凸显，为确保公众饮食安

全和推动健康生活理念的普及奠定坚实的科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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