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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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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分析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餐饮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感官分析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

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食品行业相关感官分析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

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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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221 感官分析 术语 

GB/T 23470.1 感官分析 感官分析实验室人员一般导则 第1部分：实验室人员职责 

GB/T 23470.2 感官分析 感官分析实验室人员一般导则 第2部分：评价小组组长的聘用和培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感官分析 sensory analysis 

用感觉器官检验产品感官特性的科学。 

3.2  

产品 product 

产品是指可通过感官分析进行评价的可食用的或其他物质。例如：食品、化妆品、纺织品。  

3.3  

感官评价项目 sensory project 

有组织的感官分析研究，通常是在企业或研究机构中进行，包括就项目目标与客户达成协议、准备

感官分析样品、组织开展感官检验以及对分析结果进行解释并形成结论等一系列步骤。 

3.4  

感官分析师 sensory an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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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分析实验室中履行专业技术职能的人员，负责监管一个或若干评价小组组长，设计和实施感官

研究，分析和解释感官分析数据等。 

3.5  

评价员 sensory assessor  

参加感官分析的人员。 

3.6  

评价小组 sensory panel  

参加感官分析的评价员组成的小组。 

3.7  

评价小组组长 panel leader 

感官分析实验室中负责组织管理评价小组活动、选拔、培训及监管评价人员的人员。 

注1：评价小组组长可策划和指导感官实验，并分析和解释感官分析数据。 

注2：评价小组组长可在一位或多位评价小组技术员的协助下完成任务。 

3.8  

评价小组技术员 panel technician 

感官检验过程中协助评价小组组长或感官分析师进行具体操作的人员，负责感官检验前的样品准备

到检验后的后续工作（如，废弃物处理）等。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中等职业学校 

茶叶生产与加工、烟草生产与加工、农产品保鲜与加工、食品生物工艺、民族风味食品加工制作、

粮油饲料加工技术、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农产品质量检测与管理、酿酒工艺与技术、食品安全检测与

技术、生物药物检验、营养与保健、药品食品检验、中餐烹饪、西餐烹饪、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4.2 高等职业学校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食品生物技术、生物产品检验检疫、食品加工技术、

酿酒技术、食品药品管理、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储运与营销、食品检测技术、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

营养与检测、保健品开发与管理、粮食工程技术、药品质量与安全、食用菌生产与加工、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商检技术、食品包装技术、养蜂与蜂产品加工、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医学营养、中医养生保健、

烹调工艺与营养、营养配餐、中西面点工艺、西餐工艺 

4.3 应用型本科学校 

农学、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技术、生物工程、酿酒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粮食工程、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粮食工程、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乳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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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酿造工程、烹饪与营养教育、食品安全与检测、食品营养与健康、食用菌科学与工程、食品卫生与

营养学、卫生检验与检疫、茶学、包装工程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感官分析职业技能主要面向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贸易企业、检测机构、商超等各类食品事

业单位、第三方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以及负责食品监督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等单位，涉及食品生产、

检验、研发、销售、监管等环节相关人员的岗位群。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6.1.1 感官分析（初级） 

根据工作岗位职责的要求，完成感官检验前的样品准备（如，样品收集、评价员召集、样品制备、

样品提供）到检验后的后续工作（如，废弃物处理）等工作。 

6.1.2 感官分析（中级） 

根据部门要求，负责设计和实施感官研究，分析和解释感官分析数据，组织管理评价小组，以及指

导、监督感官分析管理制度的执行，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和持续跟进等工作。中级涵盖初级的

职业技能要求。 

6.1.3 感官分析（高级） 

根据业务要求，管理和优化感官分析资源和流程，制定本单位的感官分析管理计划和制度文件，负

责感官分析环节的文件审核，对其感官分析环节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并管理实施解决方案。高级涵盖中

级的职业技能要求。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感官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中级、高级）的描述分别见表1、表2、表3。 

表1 感官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样品管理 

1.1样品信息采集 

1.1.1能做好样品规格、品类、数量等信息登记 

1.1.2能按照统一格式对样品进行编号 

1.1.3能根据无包装样品的外观、色泽等初步判别产品品类 

1.2样品归类存放及标准的

选择 

 

1.2.1能根据样品的包装标识确定所属的基本品类 

1.2.2能按照样品所属的基本品类选择适用的文字标准及实物标准

样 

1.2.3能按不同的品类选择相应的存放环境 

1.3取样及包装分析 

1.3.1能按照产品取样的操作规程，选择具有代表性试样 

1.3.2能根据产品外形特征判定所用标准是否适当 

1.3.3能分析产品包装标签是否符合食品标准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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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感官分析实验准

备 

2.1感官分析实验设施、用具

准备 

 

2.1.1能按感官分析要求清洁感官分析实验室 

2.1.2能按产品感官分析要求准备设施、产品感官分析器具 

2.1.3能根据安全用电和实验室防火防爆要求检查实验室 

2.1.4能做好感官分析设施的维护、保养工作 

2.2感官评价员招募 

2.2.1能根据候选评价员的来源及招聘途径进行招募宣传及信息征

集 

2.2.2能根据要求收集候选人员的报名信息 

2.2.2能根据要求进行候选评价员信息进行初筛 

2.3感官评价员筛选 

2.3.1能根据要求准备测试器材及工具，对评价员进行生理条件测试 

2.3.2能根据要求准备测试器材及工具对评价员进行感官灵敏度检

验 

2.3.3能根据要求准备测试器材及工具对评价员进行描述能力检验 

3.感官分析实施 

3.1样品制备 

 

3.1.1 能根据不同产品制备要求准备样品，选择分样方法及盛样器

具 

3.1.2 能按照操作规程制备样品，控制样品均匀性、样品温度、样

品数量、样品加热或冷藏方式 

3.1.3 能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样品编号 

3.2样品提供 

3.2.1能按要求进行感官样品的呈送 

3.2.2能按要求进行感官检验回答表的准备和分发 

3.2.3能做好感官检验样品及其他材料的备份 

3.2.4能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废弃物的处理 

3.3评价员管理 

3.3.1能做好评价员的通知和考勤 

3.3.2能根据实验指令进行评价员测试准备及实验进度控制 

3.3.3能按要求进行感官检验过程中对评价员的服务工作 

4.综合评定 

4.1记录汇总 

4.1.1能进行数据的录入和导出 

4.1.2能对数据初步审核 

4.1.3能根据适用的文字标准，对照记录表，进行记录汇总分析 

4.2结果计算及判定 

4.2.1能对差别检验结果进行计算及判定 

4.2.2能对排序检验结果进行计算及判定 

4.2.3能对评分检验评分检验结果进行计算及判定 

4.2.4能对简单描述性检验结果进行计算及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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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感官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样品管理 

1.1 样品信息采集 

1.1.1 能根据样品管理工作流程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进行样品的

登记和保管 

1.1.2 能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进行收样、分样、制样 

1.1.3 能解决样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2 样品归类存放及标准的选

择 

 

1.2.1 能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分清产品类别 

1.2.2 能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确定所用标准是否合理 

1.2.3 能根据产品的不同特性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保管好样品 

1.3 取样及包装分析 

1.3.1 能按照产品取样的操作规程，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进行取

样 

1.3.2 能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进行产品所用标准判定 

1.3.3 能对产品包装与质量相关的问题提供咨询 

2.感官分析实验准

备 

2.1 感官分析环境、设施准备 

2.1.1 能根据产品要求做好分析室内色调、采光、噪音、温湿度

等各项指标的调节和控制 

2.1.2 能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做好感官分析设施的维护和保养工

作 

2.1.3 能根据实验目的，选择合适的器具，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

做好感官分析器具准备工作 

2.2 感官评价员筛选与考核 

2.2.1 能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进行评价员的招募和初选，对候选

人员进行考察 

2.2.2 能根据筛选依据，对评价员进行筛选 

2.2.3 能根据工作程序对评价员进行能力考查、淘汰和补充、培

训与再培训 

2.2.4 能根据产品要求确定评价小组的特殊需要，筛选新评价员

并协调其定位 

2.3 相关标准准备 

2.3.1 能根据产品选择相应的标准（企业、国家、行业或地方标

准） 

2.3.2 能根据产品标准准备实物标准样或实物参考样（企业、国

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3.感官分析实施 

3.1 制定计划 

 

3.1.1 能够进行实验设计，根据不同目的，选择适宜的感官分析

分析方法，制定选择感官检验的程序 

3.1.2 能够根据实验设计进行实验安排，选择样品数量和轮次，

制定感官检验程序表 

3.1.3 能根据产品要求，选择所需评价员等级和人数 

3.2 实验过程控制 

3.2.1 能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进行样品制备、提供、评价员管理 

3.2.2 能制定实验过程指令，规范评价样品的时间、间隔时间、

评价员的评价速度 

3.2.3 能监管从样品准备到感官检验的所有阶段 

4.综合评定 4.1 数据分析 

4.1.1 能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进行异常值的分析、统计方法选择 

4.1.2 能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进行数据分析，用正确的原理对数

据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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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续）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2 提交报告 
4.2.1 能指导初级感官分析师进行结果计算及判定 

4.2.2 能进行感官分析结果的解释及报告的提交 

5.培训指导 

5.1 培训 

5.1.1 能根据要求进行评价员的常规培训 

5.1.2 能根据要求进行评价员特定实验预培训 

5.1.3 能根据要求进行评价员日常提高培训 

5.2 指导 

5.2.1 能根据要求对差别检验评价员进行考核 

5.2.2 能根据要求对分类检验评价员进行考核 

5.2.3 能根据要求对排序检验评价员进行考核 

5.2.4 能根据要求对描述检验评价员进行考核 

6.组织管理 

6.1 技术更新 
6.1.1 能搜集国内外感官相关的新技术信息 

6.1.2 能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感官分析项目开展 

6.2 质量管理 
6.2.1 能根据生产、研发及市场情况制备实物标准样 

6.2.2 能根据需求培训初级感官分析师独立完成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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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感官分析职业技能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感官分析实验准

备 

1.1 项目承接 

1.1.1 能根据项目目标与客户达成协议 

1.1.2 能策划和管理感官研究活动，建立项目计划和制度文件 

1.1.3 能够对感官分析在各个岗位中的责任和义务有清晰的认知 

1.2 感官评价小组建立 

1.2.1 能根据产品要求进行评价小组的考察、淘汰和补充，以及

再培训 

1.2.2 能根据产品要求对评价小组的表现进行评估 

1.2.3 能根据产品要求，指导中级感官分析师选择所需评价员等

级和人数 

1.3 感官评价小组维护 

1.3.1 能够根据项目的具体内容，指导中级感官分析师规范开展

评价小组的考察。 

1.3.2 能按照要求对评价小组表现进行评估，指导中级感官分析

师进行评价员的淘汰和补充 

1.3.3 能根据产品要求组织专项培训 

2.感官分析实施 

2.1 制定计划 

 

2.1.1 能根据产品要求对感官检验要求的可行性提出建议 

2.1.2 能根据产品要求维护和改善标准操作程序 

2.1.3 能指导中级感官分析师进行实验设计、实验安排 

2.2 实验过程控制 
2.2.1 能监督指导感官检验活动 

2.2.2 能提供项目进展报告 

3.综合评定 

3.1 感官分析结果判定的审核 
3.1.1 能指导中级感官分析师进行综合判定、以及统计分析 

3.1.2 能纠正感官分析报告中的误差 

3.2 疑难问题的处理 
3.2.1 能分析疑难感官分析问题并准确合理地进行判定 

3.2.2 能解决感官分析中的技术难题 

4.培训指导 

4.1 培训 

4.1.1 能指导中级感官分析师进行感官评价员的培训、维护 

4.1.2 能制定组织感官分析活动中涉及的培训、技术、科研和质

量管理制度 

4.2 指导 
4.2.1 能指导中级感官分析师及以下级别人员开展日常工作 

4.2.2 能指导中级感官分析师及以下级别人员的技能训练 

5.组织管理 

5.1 技术更新 
5.1.1 能参与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 

5.1.2 能提供新技术培训、技术交流、技能竞赛活动等技术支持 

5.2 质量管理 

5.2.1 能按照企业的标准化管理体系指导生产、销售企业规范质

量体系 

5.2.2 能参与企业标准制定，并对感官检验方法的国家、行业、

地方标准的制定与修订提出意见 

5.3 成本核算 
5.3.1 能对原料和实验成本进行核算 

5.3.2 能制定感官分析方案及实施技术措施，提供综合效益 

6.感官研究与创新 
6.1 感官分析方法的研究与设

计 

6.1.1 能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感官分析技术方法 

6.1.2 能根据产品感官分析的特点建立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感官

分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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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续）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6.2 感官分析技术的研究与完

善 

6.2.1 能结合感官分析影响因素，规范感官分析实施实验的关键

要素 

6.2.2 能运用国内外感官分析的新方法、新技术不断完善现有的

感官分析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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