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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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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安毅、秦莉、郑顺安、丁健、霍莉莉、倪润祥、吴泽嬴、刘潇威、徐亚平、林大松、杜兆

林、王跃华、戴礼洪、姚彦坡、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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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原则、质量控制方法与措施和质量控制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种植业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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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１５６１８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３２４６５　化学分析方法验证确认和内部质量控制要求

HJ/T１６６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８３４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１０１９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NY/T３９５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定值质控样　fixedvaluequalitycontrolsample
一种理化性质和组成足够均匀稳定的,用于评价实验室分析测试的准确度,以控制系统误差的外部质

量控制样品.

３２　
平行质控样　parallelqualitycontrolsample
利用在平行样品采集点位采集的土壤样品制备混匀后以四分法分装而成的,用于评价实验室分析测

试的精密度,以控制随机误差的外部质量控制样品.

４　质量控制原则

４１　全程质量控制

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应贯穿点位布设,土壤样品的采集、制备、保存、流转、分析测试,数
据上报等环境监测全过程.

４２　全员质量控制

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应覆盖所有从事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

４３　全要素质量控制

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应融合人员、材料、设备、方法、环境等各个要素,形成全要素相融

合的质量控制.

５　质量控制方法与措施

５１　点位布设环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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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　资料核查

５１１１　核查点位布设所用土地调查数据、污染源数据、农业生产数据、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图、土壤类

型图等全部资料的年份与点位布设时间的时长跨度,以不超过５年为宜.

５１１２　核查点位布设所用资料的来源,以统计年鉴等官方发布资料为宜;确需采用期刊文献、学术专

著、调研走访等非官方公布资料的,应评估其有效性.

５１１３　核查点位布设所用图件的精度,国家级图件、省级图件、县级图件比例尺分别以不低于１∶４００
万、１∶２５万、１∶１０万为宜.

５１２　监测单元划分合理性核查

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监测单元划分的合理性,同一监测单元内各个监测点位的土壤类型、农作

物种类、耕作制度、污染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等应保持一致.

５１３　点位布设代表性核查

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监测点位代表面积,监测点位代表面积应符合 NY/T３９５的相关要求.

５１４　卫星图核查

选取近半年的卫星图,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监测点位的土地利用现状和周边污染情况,监测点

位所在地块应为耕地,５０m 范围内应无新建污染源.

５１５　点位调整核查

对于采样坐标与计划坐标偏离超过２００m 的监测点位,应核查点位调整的必要性以及调整距离的合

理性.监测点位所在地块非农化,或常年处于休耕状态,或种植作物与任务信息不一致时,可对采样点位

进行适当调整,点位调整不宜超出点位代表面积范围或监测单元范围.

５１６　点位编码核查

核查各监测点位编码,点位编码不应为空码、或出现重复或非连续编码.

５１７　质量控制记录核查

核查点位布设质量控制检查记录情况,记录内容见附录 A中的表 A１.

５２　样品采集环节

５２１　采样计划核查

核查采样计划的编制时间和内容,采样计划应于样品采集之前完成编制,内容应包括任务部署、人员

分工、时间节点、采样准备、样品交接、质量监督检查和注意事项等.

５２２　采样人员核查

核查采样小组人员组成和采样资质,人员数量以不少于２人为宜,采样人员应经过农学、土壤、资源环

境、检验检测等相关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

５２３　采样工具检查

核查采样工具齐全性、功能完备性、与采样目标的一致性,采样物资应充分、功能完备,定位设备精度

及地理坐标系统应符合要求.

５２４　采样点位核查

５２４１　依据采样时留存的定位设备屏显照片显示的点位坐标,核查实际采样点位坐标记录的正确性,
记录信息应与定位设备屏显照片一致.

５２４２　依据采样现场照片核查采样位置,采样点不应设置在田埂、地头、堆肥处、陡坡地、低洼积水地、
住宅、道路、沟渠等处.

５２４３　对于多点混合土壤样品,至少按５％比例在同一点位采集平行质控样,并予以标识.

５２５　采样方法核查

５２５１　依据采样现场照片,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需测定重金属指标的样品采集工具,测定重金

属指标的样品应使用木铲、竹片直接采集,如用铁铲、土钻采集,应弃去与金属采样器接触部分的土壤.

５２５２　依据采样现场照片,核查每完成一个点位采样工作后采样工具的清理情况,采样工具应清理干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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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

５２５３　对于多点混合土壤样品,应依据定位设备记录信息,核查各监测点位的分样点数量及位置坐标,
各监测点位的分样点数量及位置坐标应符合 NY/T３９５、HJ/T１６６以及 HJ１０１９的相关要求.

５２５４　依据采样现场照片,核查封装样品,样品中应不含有较大的植物残骸和石块等杂物.

５２６　采样时间核查

依据采样现场照片和采样记录单,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采样时间,采样时应避开雨天等极端气

象条件,且不应在肥料、农药施用后立即进行样品的采集;土壤和农产品样品同步采集时间以在相应农产

品的成熟期为宜.

５２７　采样深度核查

依据采样现场照片和采样记录单,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采样深度,采样深度以不超过耕作层深

度(土壤剖面样品除外)为宜.

５２８　采样量核查

核查全部土壤样品的采集量,多点混合土壤样品采样量或剖面土壤样品各分层采样量应不少于１
kg.

５２９　样品包装、标签核查

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样品包装、标签,包装应无破损,样品编码应清晰可见.

５２１０　采样信息收集核查

５２１０１　核查采样现场记录的完整性,记录内容应包括调查收集采样点周边新增污染源、当季农业生产

状况、自然灾害及病虫害等基本信息.

５２１０２　核查采样现场记录的数据格式、数值范围、逻辑关系等,数据格式应符合数据上报系统对其的

要求,数值范围应符合常识,数据之间关系应符合逻辑.

５２１１　质量控制记录核查

核查样品采集质量控制检查记录情况,记录内容见表 A２.

５３　样品制备环节

５３１　样品交接核查

重点核查:

a)　样品交接程序,交接双方应通过现场或视频等方式核查全部样品,签字并各自留存样品交接单;

b)　样品标签,样品编码应无重复、清晰可见;

c)　样品包装,应完好无损;

d)　样品量,多点混合土壤样品采样量或剖面土壤样品各分层采样量应不少于１kg;

e)　样品保存、运输条件及流转时间,应符合 NY/T３９５或监测任务要求;

f)　样品交接质量控制检查记录情况,记录内容见表 A３.

５３２　样品风干条件核查

５３２１　核查风干场所环境条件,风干场所应通风良好、具备一定的控温条件,无易挥发性化学物质,定
期空气检测中未检出目标污染物.

５３２２　核查样品干燥措施,至少每周一次核查需使用土壤干样测定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土壤样品的

干燥措施,应按 HJ８３４的规定冷冻干燥或使用干燥剂干燥.

５３２３　核查样品干燥时的温度记录,至少每周一次核查使用烘干设备干燥样品时的温度,以控制在(３５
±５)℃为宜.

５３２４　核查样品间的隔离措施,至少每周一次核查风干或烘干时样品之间的隔离措施,样品之间应完

全隔离.

５３３　制样环境条件核查

核查制样室环境条件,制样室应通风良好,制样工位之间有隔离,每个制样工位具有通风设施与监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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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且监控设备置于制样工位上方,能清晰拍摄土壤样品制备全过程,影像画面清晰,可分辨制样筛中土

壤样品.

５３４　样品研磨及筛分核查

５３４１　研磨设备核查

a)　核查全部土壤样品研磨设备空白试验情况,空白试验结果应符合附录B中表B１的要求;

b)　核查磨样机器性能测试质量控制检查记录情况,记录内容见表 A４.

５３４２　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样品缩分操作,样品缩分应严格按照四分法操作进行.

５３４３　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样品制备前后制样工具、仪器及工作台清理情况,样品制备前后制

样工具、仪器及工作台应清理干净.

５３４４　制样粒径核查

a)　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制样粒径,样品粗磨时过筛损失率应不超过１０％,细磨时应全部过

筛.过筛损失率按照公式(１)计算.

L＝
A０－A

A０
×１００ (１)

式中:

L———过筛样品质量损失率,单位为百分号(％);

A０———过筛前样品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A———过筛后样品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b)　核查样品过筛损失率质量控制检查记录情况,记录内容见表 A５.

５３４５　样品均匀度核查

a)　按照不低于１％的比例对制备完成的样品进行均匀度检查.均匀度检查方法:从同一份样品的

不同部位随机抽取３份样品,并选择至少一项土壤中含量较低的监测项目进行检测,核查这３份

样品对应监测项目的检测结果,检测结果应符合表B２的要求.

b)　核查样品均匀性质量控制检查记录情况,记录内容见表 A６.

５３５　制样量核查

核查全部土壤样品的制样量,制样量以检测方法所要求的检测用量的６倍~１０倍为宜.

５３６　外部质量控制样品添加核查

５３６１　核查每一批次样品数量,每一批次样品数量以不超过检测机构一次消解或浸提等前处理的能力

为宜.

５３６２　核查每一批次外部质量控制样品的添加情况,每批次样品中至少添加一份定值质控样和一份平

行质控样(当每一批次样品数量大于５０个时,至少按样品数量２％的比例进行添加),定值质控样宜选择

与待测土壤样品同种土壤类型,当样品检测任务由３家及以上检测机构共同承担时,每批次样品中应至少

添加１份互检样品.

５３７　样品分装及标签核查

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样品分装容器材质、规格、包装及标签,分装容器材质、规格应符合要求,
分装容器完好,样品无污损,编码清晰可见.

５３８　制样时限核查

核查用于测定挥发性或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土样样品的制样时长,其制样时长应不超过检测方法

要求的时限.

５３９　质量控制记录核查

核查样品制备质量控制检查记录情况,记录内容见表 A７.

５４　样品保存与流转环节

５４１　核查样品保存环境,用于测定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土壤鲜样,采集完毕后现场保存于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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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的磨口棕色广口玻璃瓶中,运输过程中密封、避光、４℃以下冷藏.

５４２　核查样品流转时间,用于测定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土壤鲜样宜当天流转,最多于６d内

流转至检测机构.

５５　样品分析测试环节

５５１　样品交接核查

重点核查:

a)　样品交接程序,交接双方应通过现场或视频等方式核查全部样品,签字并各自留存样品交接单;

b)　样品标签,样品编码应无重复、清晰可见;

c)　样品包装,应完好无损;

d)　送检量,应满足检测方法的需求;

e)　鲜样流转时间、保存运输环境,应符合 HJ/T１６６或监测任务要求;

f)　干样粒径,应符合检测方法要求;

g)　样品交接质量控制检查记录情况,记录内容见表 A３.

５５２　样品称量核查

５５２１　核查天平室环境和样品称量天平的精度,天平室环境和样品称量天平的精度应符合检测方法要

求.

５５２２　核查天平水准位置,天平水准位置应处于中心位置.

５５２３　按照不低于５％的比例核查样品称量记录,称样量应符合检测方法要求.

５５３　样品前处理核查

５５３１　核查全部样品前处理,样品消解、提取应完全,消解温度和消解时间应符合检测方法要求.

５５３２　核查所使用的试剂纯度以及试验器具材质,试剂纯度以及试验器具材质应符合检测方法要求.

５５４　样品检测核查

５５４１　核查每批次样品空白试验,空白样品分析测试结果以低于方法检出限为宜.

５５４２　核查每批次样品所建立的标准曲线,应按照检测方法的要求使用标准溶液或标准物质建立标准

曲线,标准曲线相关系数应符合检测方法要求.

５５４３　核查每批次样品中所添加平行双样的数量和检测结果,每批次至少选取１个样品做平行双样,
平行双样检测结果应符合表B２的要求.

５５４４　核查每批次样品中所添加有证标准物质或参考物质的数量和检测结果,每批次样品中至少添加

１个有证标准物质或参考物质,有证标准物质或参考物质测试结果应符合表B１的要求.

５５４５　核查质量控制图,每批次样品检测时应更新质量控制图,质控样的均值以落在上下警告线x
＝

±
２S之内为宜.

５５４６　实验室内质量控制其他要求,应符合 GB/T３２４６５的规定.

５５５　样品复测核查

核查样品复测情况,检测结果介于 GB１５６１８规定的风险筛选值的０９倍~１１倍时,应全部复测;检
测结果大于 GB１５６１８规定的风险筛选值的１１倍时,可依据监测区域以往土壤污染情况选择适当的复

测比例,复测比例应不低于１０％.

５５６　质量控制记录核查

核查样品分析测试质量控制检查记录情况,记录内容见表 A８.

５６　数据上报与审核环节

５６１　数据上报形式核查

每批次样品检测完毕后,核查检测结果的格式、逻辑关系等,检测结果应按检测方法规定的有效位数

进行修约,检测结果不应低于方法检出限,数据导入格式应符合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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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　外部质控样结果核查

核查每批次所添加的外部质控样结果,定值质控样检测结果应符合表B１的要求,平行质控样和互

检样检测结果应符合表B２的要求.

５６３　异常数据核查

核查超过 GB１５６１８规定的风险筛选值的数据,对其展开追溯,对其采样点位周边的污染源情况、样
品分析测试、样品流转与保存、样品制备、样品采集等环节进行综合研判,分析其原因.

５６４　质量控制记录核查

核查数据上报与审核质量控制记录情况,记录内容见表 A９.

６　质量控制管理

６１　质量控制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自查,按照第５章的相关要求进行相应整改.

６２　自查过程中确认本环节无质量控制问题后,应对之前环节展开追查,并形成质量控制报告及时上报

相关部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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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质量控制记录

　

A１　表 A１给出了点位布设质量控制的检查记录内容.

表A１　点位布设质量控制检查记录

资料核查

基础性资料年份

来源可靠性

图件比例尺是

否符合要求
□是 □否

监测单元划分

合理性核查

监测单元数量

核查比例

合理性

点位布设

代表性核查

核查比列

点位代表面积
卫星图核查

核查比例

卫星图更新年限

点位调整核查
点位调整数量

舍弃点位数量
点位编码核查

唯一性

连续性

发现问题及

建议

　　检查机构:　　　　　　　　　　　　　　　检查人:　　　　　　　　　　　检查时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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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２
　

表
A

２
给

出
了

样
品

采
集

质
量

控
制

的
检

查
记

录
内

容
.

表
A

２
　
样
品
采
集
质
量
控
制
检
查
记
录

序 号

点 位 编 码

采
样

计
划

核
查

采
样

人
员

核
查

采
样

工
具

核
查

采
样

点
位

核
查

采
样

方
法

核
查

采
样

时
间

核
查

采
样

深
度

核
查

采
样

量
核 查

样
品

包
装

、
标

签
核

查
采

样
信

息
收

集
核

查

是
否

在
样

品
采

集
前

编
制

内
容

是
否

完
全

人
数

是
否

经
过

相
关

技
术

培
训

并
考

核
合 格

是
否

齐
全

功
能

是
否

完
备

定
位

设
备

精
度

及
地

理
坐

标
系

统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实
际

采
样

点
位

坐
标

记
录

是
否

正
确

无
误

点
位

设
置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平
行

质
控

样
采

集
比 例

核
查

比
例

是
否

按
要

求
采

集
样 品

采
样

工
具

是
否

清
理

干
净

多
点

混
合

土
壤

样
品

分
样

点
设

置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样
品

中
是

否
含

有
杂 物

是
否

在
极

端
气

象
条

件
下

采
样

是
否

在
施

用
肥

料
、

农
药

后
立

即
采 样

土
壤

和
农

产
品

样
品

同
步

采
集

时
,

是
否

在
相

应
农

产
品

成
熟 期

核
查

比
例

是
否

超
过

耕
作

层
深 度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核
查

比
例

包
装

是
否

完
好

编
码

是
否

清
晰

内
容

是
否

完
整

数
据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数
值

范
围

是
否

符
合

常
识

数
据

之
间

关
系

是
否

符
合

逻
辑

发
现

的

问
题

及

处
理

意
见

１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２ ３  　
　

检
查

机
构

: 　
　

　
　

　
　

　
　

　
　

　
　

　
　

　
　

　
　

　
　

　
　

　
　

　
检

查
人

: 　
　

　
　

　
　

　
　

　
　

　
　

　
　

　
　

　
　

　
　

检
查

时
间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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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３　表 A３给出了样品交接质量控制的检查记录内容.

表A３　样品交接质量控制检查记录

交接环节:□样品采集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 →样品分析测试

交接时间 样品编码范围

样品数量 是否全部接收 □是　□否

拒收样品数量 拒收样品编码

拒收原因

①样品编码重复或模糊不清□
②样品包装损坏或样品污损□
③样品量不符合要求□
④样品保存、运输条件及流转时间不符合要求□
⑤干样粒径不符合要求 □
⑥其他原因

拒收证据 拒收样品照片?

送样人 收样人

　　检查机构:　　　　　　　　　　　　　　　检查人:　　　　　　　　　　　检查时间:　　　　　　

A４　表 A４给出了磨样机器性能测试质量控制的检查记录内容.

表A４　磨样机器性能测试质量控制检查记录

抽检样品编码:

检测

项目

第一份样品 第二份样品 第三份样品

检测值
相对误差

％
检测值

相对误差

％
检测值

相对误差

％
机器

磨样

人工

磨样
δ１

机器

磨样

人工

磨样
δ２

机器

磨样

人工

磨样
δ３

平均相

对误差

％

δ
－

是否

符合要求

□是　□否

　　检查机构:　　　　　　　　　　　　　　检查人:　　　　　　　　　　检查时间:　　　　　　

A５　表 A５给出了样品过筛损失率质量控制的检查记录内容.

表A５　样品过筛损失率质量控制检查记录

序号
抽检

样品编码

过筛目数

目

过筛前

样品质量

g

过筛后

样品质量

g

过筛损失率

％

是否

符合要求

１ □是　□否

２

３



　　检查机构:　　　　　　　　　　　　　　检查人 :　　　　　　　　　　检查时间:　　　　　　

A６　表 A６给出了样品均匀性质量控制的检查记录内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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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６　样品均匀性质量控制检查记录

检测项目:

序号 检查日期 样品编码
检测结果

mg/kg

相对偏差

％

是否

符合要求

１ □是　□否

２ □是　□否

３ □是　□否

 □是　□否

　　检查机构:　　　　　　　　　　　　　　检查人:　　　　　　　　　　检查时间: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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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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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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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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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７
　
样
品
制
备
质
量
控
制
检
查
记
录

序 号

样 品 编 码

样
品

风
干

核
查

制
样

室
核

查
样

品
研

磨
及

筛
分

核
查

制
样

量

核
查

外
部

质
量

控
制

样
添

加
样

品
分

装
及

标
签

核
查

制
样

时

限
核

查

风
干

场
所

环
境

条
件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测
定

半
挥

发
性

有
机

污
染

物
的

土
壤

干
样

干
燥

措
施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烘
干

设
备

温
度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烘
干

时
样

品
之

间
是

否
完

全
隔 离

制
样

室
环

境
条

件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制
样

工
位

之
间

是
否

隔
离

每
个

制
样

工
位

是
否

安
装

通
风

设
施

是
否

按
要

求
安

装
监

控
设 备

样
品

缩
分

操
作

核
查

比
例

防
污

染
措

施
核

查
比 例

制
样

粒
径

核
查

比
例

粗
磨

样
品

过
筛

损
失 率

细
磨

样
品

是
否

全
部

过
筛

样
品

均
匀

度
核

查
比 例

制
样

量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每
批

次
样

品
数 量

每
批

次
定

值
质

控
样

添
加

数
量

每
批

次
平

行
质

控
样

添
加

数
量

每
批

次
互

检
样

添
加

数
量

核
查

比
例

分
装

容
器

材
质

、
规

格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包
装

是
否

完
好

编
码

是
否

清
晰

制
样

时
长

是
否

在
相

应
检

测
方

法
要

求
时

限
内

１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２ ３ 

发
现

的
问

题
及

处
理

意
见

　
　

检
查

机
构

: 　
　

　
　

　
　

　
　

　
　

　
　

　
　

　
　

　
　

　
　

　
检

查
人

: 　
　

　
　

　
　

　
　

　
　

　
　

　
　

　
　

检
查

时
间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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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８　表 A８给出了样品分析测试质量控制的检查记录内容.

表A８　样品分析测试质量控制检查记录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样品称量核查

天平室环境是否

符合要求
□是　□否

天平精度是

否符合要求
□是　□否

天平水准位置

是否处在中心

□是

□否

样品称量记录

核查比例

称样量是否

符合要求
□是　□否

样品前处理核查

样品编码
样品消解、提取

是否完全
□是　□否

消解温度是否

符合要求
□是　□否

消解时间是否

符合要求
□是　□否

试剂纯度是否

符合要求
□是　□否

试验器具材质

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样品检测核查

批次 样品编码范围

空白试验 空白样品分析测试结果是否低于方法检出限　□是　□否

标准曲线 方程 R２

平行双样 添加 份
检测结果符合实验室内分析测试精密度允许范围□
检测结果不符合实验室内分析测试精密度允许范围□

有证标准物质或

参考物质
添加 份

检测结果符合实验室内分析测试准确度允许范围□
检测结果不符合实验室内分析测试准确度允许范围□

质量控制图 ?质量控制图件

质控样的均值落在x
＝

±S 之内 □

质控样的均值落在上下警告线x
＝

±２S 之内 □

质控样的均值落在上下控制线x
＝

±３S 之内 □

质控样的均值落在上下控制线x
＝

±３S 之外 □
质控数据连续７次出现在质量控制图中心线同一侧 □

样品复测核查

检测结果介于 GB１５６１８规定的风险筛选值

的０９倍~１１倍的样品数量
复测样品数量

检测结果大于 GB１５６１８规定的风险筛选值

的１１倍的样品数量
复测样品数量

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检查机构:　　　　　　　　　　　　　 检查人:　　　　　　　　　 检查时间: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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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９　表 A９给出了数据上报与审核质量控制的检查记录内容.

表A９　数据上报与审核质量控制检查记录

检测机构: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数据上报形式核查

是否按检测方法

规定的有效位

数进行修约

□是

□否

是否存在低于方法

检出限的检测结果

□是

□否

数据导入

格式

□正确

□不正确

外部质控样结果核查

序号 未通过批次 未通过原因 重新测定次数

１
□平行质控样不合格

□定值质控样不合格

□互检样不合格

２

３



异常数据核查

异常数据情况 问题及处理意见

其他发现的问题

及处理意见

　　检查机构:　　　　　　　　　　　　　 检查人:　　　　　　　　　 检查时间: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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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分析测试准确度和精密度允许范围

　

B１　土壤重金属检测项目分析测试准确度允许范围

表B１　数据上报与审核质量控制检查记录

检测项目 含量范围,mg/kg 相对误差,％

总镉

＜０１ ±３０

０１~０４ ±２０

＞０４ ±１５

总汞

＜０１ ±３０

０１~０４ ±２５

＞０４ ±２０

总砷

＜１０ ±２０

１０~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０

总铜

＜２０ ±２０

２０~３０ ±１５

＞３０ ±１０

总铅

＜２０ ±２０

２０~４０ ±１５

＞４０ ±１０

总铬

＜５０ ±２０

５０~９０ ±１５

＞９０ ±１０

总锌

＜５０ ±２０

５０~９０ ±１５

＞９０ ±１０

总镍

＜２０ ±２０

２０~４０ ±１５

＞４０ ±１０

注:源自 NY/T３９５—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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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２　表B２规定了土壤重金属检测项目分析测试的精密度允许范围.

表B２　土壤重金属检测项目分析测试精密度允许范围

检测项目 含量范围,mg/kg 室内相对偏差,％ 室间相对偏差,％

总镉

＜０１ ３０ ３５

０１~０４ ２０ ２５

＞０４ １５ ２０

总汞

＜０１ ３０ ３５

０１~０４ ２５ ３０

＞０４ ２０ ２５

总砷

＜１０ ２０ ３０

１０~２０ １５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５

总铜

＜２０ ２０ ２５

２０~３０ １５ ２０

＞３０ １０ １５

总铅

＜２０ ２０ ２５

２０~４０ １５ ２０

＞４０ １０ １５

总铬

＜５０ ２０ ２５

５０~９０ １５ ２０

＞９０ １０ １５

总锌

＜５０ ２０ ２５

５０~９０ １５ ２０

＞９０ １０ １５

总镍

＜２０ ２０ ２５

２０~４０ １５ ２０

＞４０ １０ １５

注:源自 NY/T３９５—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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