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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农业环境监测条例》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有关规定，鉴于我国

农业环境监测网已建成，为适应工作需要，结合我国农业环境监测的职能范围及监测能力现状，特制定

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n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农业部科技教育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农业部环境监测总站、湖北省农业环保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家云、战新华、林匡飞、刘凤枝、陶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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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Procedural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monitoring of soil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H1土壤环境监测的布点采样、分析方法、质控措施、数理统计、成果表达与资料整编

等技术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农田土壤环境监测。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8170-1987 数值修约规则

    GB/T 14550-1993 土壤质量 六六六和滴滴涕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 15618--199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17134-1997 土壤质量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5-1997 土壤质量 总砷的测定 硼氢化钾一硝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6-1997 上壤质量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7-1997 土壤质量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1997 上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1997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0-1997 土壤质量 铅、锡的测定 KI-MIBK萃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1997 土壤质量 铅、锅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NY/T 52-1987 土壤水分测定法(原GB 7172--1987)

    NY/T 53--1987 土壤全氮测定法(半微量开氏法)(原GB 7173-1987)

    NY/T 85-1988 土壤有机质测定法(原GB 9834-1988)

    NY/T 88---1988 土壤全磷测定法(原〔=B 9837-1988)

    NY/T 148-1990 土壤有效硼测定方法(原GB 12298-1990)

    NY/T 149-1990 石灰性土壤有效磷测定方法(原GB 12297--1990)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11 农田土壤

    用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蔬菜、水果、纤维和糖料作物、油料作物及农区森林、花卉、药材、草料等们

物的农业用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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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域土壤背景点

    在调查区域内或附近，相对未受污染，而母质、土壤类型及农作历史与调查区域土壤相似的土壤样

3 农田土壤监测点

  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进人土壤并累积到一定程度引起或怀疑引起土壤环境质量恶化的上壤样

点

3

A。

3.4 农田土壤剖面样品

    按土壤发生学的主要特征 把整个剖面划分成不同的层次，在各层中部位多点取样，等量混均后的

A,B,C层或A,C等层的土壤样品。

3.5 农田土壤混合样

    在耕作层采样点的周围采集若干点的耕层土壤、经均匀混合后的土壤样品，组成混合样的分点数要

在5-20个

4 农田土坡环境质t监测采样技术

4. 1 采样前现场调查与资料收集

1 区域自然环境特征:水文、气象、地形地貌、植被、自然灾害等。

农业生产土地利用状况:农作物种类、布局、面积、产量、耕作制度等。

区域土壤地力状况:成土母质、土壤类型、层次特点、质地、pH,Eh、代换量、盐基饱和度、土壤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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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

4.1.4 土壤环境污染状况:工业污染源种类及分布、污染物种类及排放途径和排放量、农灌水污染状

况、大气污染状况、农业固体废弃物投人、农业化学物质投人情况、自然污染源情况等。

4.飞，5 土壤生态环境状况:水土流失现状、土壤侵蚀类型、分布面积、侵蚀模数、沼泽化、潜育化、盐溃

化、酸化等。

4.1.6 土壤环境背景资料:区域土壤元素背景值、农业土壤元素背景值。

4.1.7 其他相关资料和图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业资源调查规划、行政区划图、土壤类型图、土壤环

境质量图等。

4.2 监测单元的划分

    农田土壤监测单元按土壤接纳污染物的途径划分为基本单元，结合参考土壤类型、农作物种类、耕

作制度、商品生产基地、保护区类别、行政区划等要素，由当地农业环境监测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划

定。同一单元的差别应尽可能缩小。

4.2门 大气污染型土壤监测单元

    土壤中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大气污染沉降物。

4. 2.2 灌溉水污染型土壤监测单元

    土壤中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农灌用水。

4.2.3 固体废弃堆污染型土壤监测单元

    土壤中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集中堆放的固体废弃物。

4.2.4 农用固体废弃物污染型土壤监测单元

    土壤中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农用固体废弃物。

4.2. 5 农用化学物质污染型土壤监测单元

    土壤中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农药、化肥、生长素等农用化学物质。

4.2.6 综合污染型土壤监测单元

    土壤中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途径。

4.3 监测点的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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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 布点数量
    土壤监测的布点数量要根据调查目的、调查精度和调查区域环境状况等因素确定。一般要求每个监

测单元最少应设 3个点。

    土壤污染纠纷的法律仲裁调查的样点数量要大，可采用1-5个样点//hm';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

监测按“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纲要”规定执行;一般土壤质量调查在保证土壤样品代表性的

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定。

4. 3.2 布点原则与方法

4.3.2门 区域土壤背景点布点原则与方法

    a)区域土壤背景点布点是指在调查区域内或附近，相对未受污染，而母质、土壤类型及农作历史与

调查区域土壤相似的土壤样点。

    b>代表性强、分布面积大的几种主要土城类型分别布设同类土壤的背景点。

    c)采用随机布点法，每种土坡类型不得低于3个背景点。

4.3.2.2 农田土壤监测点布点原则与方法

    农田土壤监测点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进人土壤并累积到一定程度引起或怀疑引起土壤环境

质量恶化的土坡样点。
    布点原则应坚持哪里有污染就在哪里布点，把监测点布设在怀疑或已证实有污染的地方，根据技术

力量和财力条件，优先布设在那些污染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的地方。

4. 3.2-2. 1 大气污染型土壤监测点

      以大气污染源为中心，采用放射状布点法。布点密度由中心起由密渐稀，在同一密度圈内均匀布点。

此外，在大气污染源主导风下风方向应适当增加监测距离和布点数量。

4.3-2-2.2 灌溉水污染型土壤监测点

    在纳污灌溉水体两侧，按水流方向采用带状布点法。布点密度自灌溉水体纳污口起由密渐稀，各引

灌段相对均匀。

4.3-2-2.3 固体废物堆污染型土城监测点

    地表固体废物堆可结合地表径流和当地常年主导风向，采用放射布点法和带状布点法;地下填埋废

物堆根据填埋位置可采用多种形式的布点法。

4. 3.2-2.4 农用固体废弃物污染型土壤监测点

      在施用种类、施用量、施用时间等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采用均匀布点法。

4.3-2-2.5 农用化学物质污染型土壤监测点

      采用均匀布点法。

4.3-2-2.6 综合污染型土城监测点
      以主要污染物排放途径为主，综合采用放射布点法、带状布点法及均匀布点法。

4.4 样品采集

4.4.1 采样准备

4.4-1.1 采样物质准备:包括采样工具、器材、文具及安全防护用品等。

      a)工具类:铁铲、铁镐、土铲、土钻、土刀、木片及竹片等.

    b)器材类:罗盘、高度计、卷尺、标尺、容重圈、怕盒、样品袋、标本盒、照相机、胶卷以及其他特殊仪

  器和化学试剂。

      c)文具类:样品标签、记录表格、文具夹、铅笔等小型用品。

      d)安全防护用品:工作服、雨衣、防滑登山鞋、安全帽、常用药品等。对长距离大规模采样尚需车辆

  等运输工具。

  4.4. 1.2 组织准备
      组织具有一定野外调查经验、熟悉土城采样技术规程、工作负责的专业人员组成采样组。采样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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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学习有关业务技术工作方案

4.4. 1.3 技术准备

    a)样点位置(或工作图)图。

    b)样点分布一览表，内容包括编号、位置、土类、母质母岩等

    c)各种图件:交通图、地质图、土壤图、大比例的地形图(标有居民点、村庄等标记)。

    d)采样记录表，土壤标签等。

4.4. 1.4 现场踏勘，野外定点，确定采样地块

    a)样点位置图上确定的样点受现场情况干扰时，要作适当的修正

    b)采样点应距离铁路或主要公路300 m以上

    c)不能在住宅、路旁、沟渠、粪堆、废物堆及坟堆附近设采样点。

    d)不能在坡地、洼地等具有从属景观特征地方设采样点。

    e)采样点应设在 仁壤自然状态良好，地面平坦，各种因素都相对稳定并具有代表性的面积在 1--2

公顷左右的地块

    f)采样点一经选定，应作标记，并建立样点档案供长期监控用。

4.4.2 采集阶段

4.4-2. 1 土壤污染监侧、土壤污染事故调查及土壤污染纠纷的法律仲裁的土壤采样一般要按以下三个

阶段进行

    a)前期采样:对于潜在污染和存在污染的土壤，可根据背景资料与现场考察结果，在正式采样前采

集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分析测试，用于初步验证污染物扩散方式和判断土壤污染程度，并为选择布点方

法和确定测试项目等提供依据。前期采样可与现场调查同时进行。

    b)正式采样:在正式采样前应首先制定采样计划，采样计划应包括布点方法、样品类型、样点数量、

采样工具、质量保证措施、样品保存及测试项目等内容。

    按照采样计划实施现场采样

    c)补充采样:正式采样测试后，发现布设的样点未满足调查的需要，则要进行补充采样。例如在污

染物高浓度区域适当增加点位

4.4.2.2 上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面积较小的土壤污染调查和时间紧急的污染事故调查可采取一次采

样方式口

4.4. 3 样品采集

4.4.11 农田土壤剖面样品采集

    a)土壤音」面点位不得选在土类和母质交错分布的边缘地带或土壤剖面受破坏地方。

    b)土壤剖面规格为宽1 m,深1-2 m，视土壤情况而定，久耕地取样至1 m,新垦地取样至2m，果

林地取样至 1.5-2 m;盐碱地地下水位较高，取样至地下水位层;山地土层薄，取样至母岩风化层(见

图 1)e

图 1 土壤剖面规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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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用音」面刀将观察面修整好，自I_至下削去5 cm厚,10 cn:宽呈新鲜剖面。准确划分土层，分层按

梅花法，自下而上逐层采集中部位置上壤。分层土壤混合均匀各取1 kg样，分层装袋记卡

    d)采样注意事项:挖掘土壤剖面要使观察面向阳，表土与底土分放土坑两侧，取样后按原层回填。

4.4.12 农田土壤混合样品采集

4.4. 12门 每个土壤单元至少有3个采样点组成，每个采样点的样品为农田土壤混合样。

4-4- 12.2 混合样采集方法

      1)对角线法:适用于污水灌溉的农田土壤，由田块进水口向出水口引一对角线，至少分五等分，以

等分点为采样分点。土壤差异性大，可再等分，增加分点数

    b)梅花点法:适于面积较小，地势平坦，土壤物质和受污染程度均匀的地块，设分点5个左右。

    。)棋盘式法:适宜中等面积、地势平坦、土壤不够均匀的地块，设分点10个左右;但受污泥、垃圾等

IN]体废弃物污染的土壤，分点应在2。个以上

    d)蛇形法:适宜面积较大、土壤不够均匀且地势不平坦的地块，设分点15个左右，多用于农业污染

型土壤。

4.4.4 采样深度及采样量

    种植一般农作物每个分点处采。一20 cm耕作层土壤，种植果林类农作物每个分点处采。-60 cm

耕作层土壤;r解污染物在土壤中垂直分布时，按土壤发生层次采土壤剖面样。各分点混匀后取1kg，

多余部分用四分法弃去。

4.4. 5 采样时间及频率

4.4, 5门 一般土壤样品在农作物收获后与农作物同步采集。必测污染项目一年一次，其他项目3-5年

一次

4.4. 5.2 污染事故监测时，应在收到事故报告后立即采样

4.4. 5. 3 科研性监测时，可在不同生育期采样或视研究目的而定。

4.4. 6 采样现场记录

4.4- 6. 1 采样同时，专人填写土壤标签、采样记录、样品登记表，并汇总存档。土壤标签见图2;采样记

录、样品登记表见附录A中表A1、表Ate

                    土壤样品标签

样品标号__ 业务代号_
样品名称

土坡类型

监测项目

采样地点

采样深度

采 样人_ _ 采样时间

图 2 土壤样品标签

4.4-6.2 填写人员根据明显地物点的距离和方位，将采样点标记在野外实际使用地形图上，并与记录

卡和标签的编号统一

4.4. 7 采样注意事项

4.4. 7. 1 测定重金属的样品，尽量用竹铲、竹片直接采取样品，或用铁铲、土钻挖掘后，用竹片刮去与金

属采样器接触的部分，再用竹片采取样品。

4.4. 7. 2 所采土样装人塑料袋内，外套布袋

4. 4. 7. 3 采样结束应在现场逐项逐个检杳，

。填写土坡标签一式2份，1份放人袋内，1份扎在袋口。

如采样记录表、样品登记表、样袋标签、土壤样品、采样点位

图标记等有缺项、漏项和错误处，应及时补齐和修正后方可撤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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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样品编号

4.5.1 农田土坡样品编号是由类别代号、顺序号组成。

4.5.1.1

4.5.1.2

类别代号:用环境要素关键字中文拼音的大写字母表示，即‘̀T”表示土壤。

顺序号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不同地点采集的样品，样品编号从T001号开始，一个顺序号为一

个采集点的样品。

4. 5.2 对照点和背景点样，在编号后加‘'CK�o

4.5.3 样品登记的编号、样品运转的编号均与采集样品的编号一致，以防混淆。

4.6 样品运输

4.6.1 样品装运前必须逐件与样品登记表、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分类装箱。

4.6.2 样品在运输中严防样品的损失、混淆或沾污，并派专人押运，按时送至实验室。接受者与送样者

双方在样品登记表上签字，样品记录由双方各存一份备查。

4. 7 样品制备

4.7， 制样工作场地:应设风干室、磨样室。房间向阳(严防阳光直射土样)，通风、整洁、无扬尘、无易挥

发化学物质。

4.7.2 制样工具与容器

47.2.1 晾干用白色搪瓷盘及木盘。

4.7-2.2 磨样用玛瑙研磨机、玛瑙研钵、白色瓷研钵、木滚、木棒、木捶、有机玻璃棒、有机玻璃板、硬质

木板、无色聚乙烯薄膜等。

47.2.3 过筛用尼龙筛，规格为20-100目。

4.7-2.4 分装用具塞磨口玻璃瓶、具塞无色聚乙烯塑料瓶，无色聚乙烯塑料袋或特制牛皮纸袋，规格视

量而定。

4.7.3 制样程序

4.7.3.1 土样接交:采样组填写送样单一式三份，交样品管理人员、加工人员各一份，采样组自存一份。

三方人员核对无误签字后开始磨样。

4.7.3.2 湿样晾干:在晾干室将湿样放置晾样盘，摊成2 cm厚的薄层，并间断地压碎、翻拌、拣出碎石、

砂砾及植物残体等杂质。

4.7.33 样品粗磨:在磨样室将风干样倒在有机玻璃板上，用捶、滚、棒再次压碎，拣出杂质并用四分法

分取压碎样，全部过20目尼龙筛。过筛后的样品全部置于无色聚乙烯薄膜上，充分混合直至均匀。经粗

磨后的样品用四分法分成两份，一份交样品库存放，另一份作样品的细磨用。粗磨样可直接用于土壤

pH、土壤代换量、土壤速测养分含量、元素有效性含量分析。

4.7.3.4 样品细磨:用于细磨的样品用四分法进行第二次缩分成两份，一份留备用，一份研磨至全部过

6。目或10。目尼龙筛，过60目(孔径0. 25 mm)土样，用于农药或土镶有机质、土壤全氮量等分析;过

10。目(孔径。.149 mm)土样，用于土壤元素全量分析。

4.7.35 样品分装:经研磨混均后的样品，分装于样品袋或样品瓶。填写土续标签一式两份(土壤标签

格式见图2)，瓶内或袋内放 1份，外贴1份。

4.7.4 制样注惫事项

4.7-4. 1 制样中，采样时的土壤标签与土壤样始终放在一起，严禁混错。

4.74.2 每个样品经风干、磨碎、分装后送到实验室的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与盛样容器的编码始终

一致。

4. 7.4. 3 制样所用工具每处理一份样品后擦洗一次，严防交又污染。

4. 7.4.4 分析挥发性、半挥发有机污染物(酚、氛等)或可萃取有机物无需制样，新鲜样测定。

4.8 样品保存

4. B.1 风干土样按不同编号、不同粒径分类存放于样品库，保存半年至1年。或分析任务全部结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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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无误后，如无需保留可弃去

4.8.2 新鲜土样用于挥发性、半挥发有机污染物(酚、氰等)或可萃取有机物分析，新鲜土样选用玻璃瓶

置于冰箱，小于4C，保存半个月。

4.8.3 上壤样品库经常保持干燥、通风，无阳光直射、无污染;要定期检查样品，防止霉变、鼠害及土壤

标签脱落等。

5 农田土坡环境质f监测项目及分析方法

5.1 监测项目确定的原则

5.1.1 规定必测项目:GB 15618中所要求控制的污染物

5.1.2 选择必测项目:GB 15618中未要求控制的污染物，但根据当地环境污染状况(如农区大气、农灌

水等)，确认在土壤中积累较多，对农业生产危害较大，影响范围广、毒性较强的污染物，亦属必测项目。

具体项目由各地自己确定。

5.1.3 选择项目:由各地自己选择测定。选择项目一般包括以下几类:

    a)新纳人的在土壤中积累较少的污染物;

    b)由于环境污染导致土壤性状发生改变的土壤性状指标;

    c)农业生态环境指标。

5.2 分析方法选择的原则

5.2.1 第一方法:标准方法(即仲裁方法)，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选配的分析方法。

5.2.2 第二方法:由权威部门规定或推荐的方法。

5.2. 3 第三方法:根据各站实情，自选等效方法。但应作比对实验，其检出限、准确度、精密度不低于相

应的通用方法要求水平或待测物准确定t的要求。

5.3 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

    农田土壤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见表1。

                            表 1 农田土坡监侧项目及分析方法一览表

监测项 目 监测仪器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必

测

兀

素

福
原子吸收光谱仪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原子吸收光谱仪 KI-MIBK萃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0

总汞
原子荧光光度计 冷原子荧光法 《土坡元索近代分析方法》

测汞仪 冷原子吸收法 GB/T 17136

总砷

分光光度计 二乙羞二硫代氮羞甲徽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4

分光光度计 翻氢化钾硝酸银光度法 GB/T 17135

原子荧光光度计 鱼化物一非色傲原子荧光法 《土坡元索近代分析方法》

铜 原子吸收光谱仪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铅
原子吸收光谱仪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原子吸收光谱仪 KI-MIBK萃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0

总铬
原子吸收光谱仪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7

分光光度计 二苯破酞二阱光度法 《土族元素近代分析方法》

锌 原子吸收光谱仪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镍 原子吸收光谱仪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六六六 气相色谱仪 气相色谱法 GB/T 1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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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完)

监测项 目 监测仪器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必测

元素

滴滴涕 气相色谱仪 气相色谱法 GB/T 14550

pH 离子计
                                    一

                玻璃电极法
l

《土壤元素近代分析方法N

选

测

兀

素

铁 原子吸收光ir'0r仪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土壤元素近代分析方法》

锰 原子吸收光谱仪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土壤元素近代分析方法》

总钾 原子吸收光谱仪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土壤元素近代分析方法》

有机质 微量滴定管 重铬酸钾容量法 NY/T 85

总氮 半微量定氮仪 半微量法 NY/T 53

有效磷 分光光度计 相锑抗光度法 NY/T 149

总磷 分光光度计 钥锑抗光度法 NY/T 88

水份 分析天平 重量法 NY/T 52

总硒 原子荧光光度计 原子荧光法 《土坡元素近代分析方法》

有效硼 分光光度计 姜黄素光度法 NY/T 148

总硼 分光光度计 亚甲蓝光度法 d土坡元素近代分析方法》

总铝 分光光度计 硫氰化钾光度法 农业部门选用

氟 离子计 离子选择电极法 《土壤元素近代分析方法》

抓化物 硝酸银滴定法 《土坡理化分析》

矿物油 油份浓度分析仪 SA分子筛吸附法 农业部门选用

苯并(a)花 分光光度计 萃取层析法 农业部门选用

全盐量 分析天平 重量法 《土坡理化分析》

6 农田土壤环境质，监测实验室分析质f控制与质f保证

6.1 实验室常规分析质量控制程序

    实验室内质控的实施，应在质量控制人员和技术负责人的指导下进行。在确定监测项目之后，即应

选定适宜的方法，并对方法进行相应的基础训练，同时应配合实施相应的质控技术，其常规质控程序如

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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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常规分析质控程序

6.2 实验室基础

6.2.1 分析天平和祛码

6.2.1.1 用于精确称重的分析天平分度值应为万分之一克或十万分之一克，其精度不低于三级天平和

三级珐码的规定。

6.2.1.2 在天平使用过程中，应定期检验天平的不等臂性(单臂天平无此问题)、示值的变动性、灵敏度

及其随负载的变化。

6.2.1.3 天平和硅码每年一次送计量部门进行检定，合格者使用。

6.2.2 玻璃量器

    所用玻璃量器精度分A,B级。用于配制原始溶液或者标定溶液的滴定管、移液管和容量瓶，在使用

前必须送计量部门检定。在使用中，按国家有关计量检定周期规定，定期送检或自检

6.2. 3 检测仪器设备

    精密、大型仪器设备由专人负责保管使用。在使用前必须对仪器设备状态进行检查和定期由计量部

门进行检定，凡检定不合格或超过检定期均不得用于检测工作。

6.2.4 实验用试剂

    根据实验方法要求，选择和配制适当级别的试剂，若试剂级别达不到要求，应予以提纯或精制。

6.2.5 实验用纯水

6. 2.5门 根据实验方法要求，分别和联合采用蒸馏法、离子交换法、石英蒸馏法等方法制备实验用水

6. 2. 5.2 配制实验室基准溶液、标准溶液、稀释标准工作溶液及微克/升级的分析用水电阻不低于

3 MS2/cm(25 C)。

6.25.3 配制一般分析项目的试剂用水，包括容器最后洗涤水的电阻率应大于0. 5 MO/cm (25 C) e

6.2.54 特殊要求分析用水，除其电阻率大于0.5 MS2/cm(25C)外，均按分析方法中规定的方法制

备，经检验合格方可使用

6.2.6 标准物质和标准溶液

6.2.6.1 检测所需标准物质必须选择与检测基体相近的国家或部门公布的一级、二级标准物质，用于

分析仪器校正、分析方法检查和配制标准溶液及自制质控样品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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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 各站研制的质控样应与国家级标样作比对实验，保证数据可靠、性能稳定。

6.2.6.3 配制标准溶液必须使用基准试剂、基准物质和标准物质。标准储备液的浓度、稳定性、保存方

法、有效期应严格遵循分析方法中的规定。

6.2-6.4 对已有标准样品提供的监测项目，量值每年追踪一次，严禁提供和使用超过保存期限的标准

物质。

6.2-6- 5 精称法配制标准溶液，至少独立称取配制2个标液，测得其信号值的相对误差应小于2%;用

基准溶液标定法配制的标准溶液至少单独平行标定3份，取平均值。

6.2.7 实验室环境

6.2. 7.1 实验室布局合理，仪器设备放置适当，以便于操作，测试项目之间互不产生干扰。

6.2-了.2 实验室清洁整齐，其温度、湿度、防尘、噪音、抗干扰等均能满足监测工作的要求。

6.2-7. 3 实验室水、电、气应有安全管理措施，产出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有害物应有处理措施。

6.2.8 实验室监测人员基本素质

    监测人员应熟悉有关环保法规、监测规范、标准及监测方法，掌握监测有关的理论和操作技能，经业

务考核后持证上岗。

6. 3 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

6.3门 分析质量控制基础实验

6.3.1.1 全程序空白值测定

    全程序空白值是指用某一方法测定某物质时，除样品中不含该侧定物质外，整个分析过程的全部因

素引起的测定信号值或相应浓度值。每次测定2个平行样，连测5天，10次所测结果的批内标准偏差

Sw、按式(1)计算:

S.b二
艺 (X+X),

从(”一 1)
·.··.··.⋯ ⋯. ，.，，‘··⋯(1)

式中:n— 每天测定平行样个数;

— 测定天数。

6.3.1.2 检出限

    检出限是指对某一特定的分析方法在给定的1t信水平内可以从样品中检测待测物质的最小浓度或

最小量。根据空白测定的批内标准偏差((Swb)按下列公式计算检出限((95%的里信水平).

6.3.1.2.， 若试样一次测定值与零浓度试样一次测定值有显著性差异时，检出限按式(2)计算:

                                  L=2 / TtfSwb “···“·..·”·”·”·⋯ ⋯(2)

式中:L— 方法检出限;

tf(0.05)— 单侧显著性水平为50a，批内自由度f=二((n-1)时，t分布临界值;

    Swb 测定次数为n次的空白值批内标准偏差;

      f— 批内自由度，f=m(n-1);m为重复测定次数，n为平行测定次数;

        t— 显著性水平为0.05单侧)，自由度为f的t值。

6.3.1.2.2 在原子吸收分析方法中用式〔3)计算检出限:

                                            L=3S,6 ························⋯⋯(3)

式中:S.e— 空白值批内标准偏差。

    由测得的空白值计算出的L值不应大于分析方法规定的检出限，如大于方法规定值时，必须找出

原因降低空白值，重新测定计算直至合格。

6.3.1.2.3 工作中检出限的取值

    分光光度法(包括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以扣除空白值后的吸光值为0.010相对应的浓度值为检

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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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相色谱法以最小检出量或最小检出浓度表示。最小检出量系指检测器恰能产生两倍噪音的响应

信号时，所需进人色谱柱的物质最小量;最小检出浓度系指最小检出量与进样量(体积)之比。

    离子选择电极法以校准曲线的直线部分外延的延长线与通过空白电位平行于浓度轴的直线相交

时，其交点所对应的浓度值

6.12 校准曲线的绘制、检查与使用

6.3.2.1 校准曲线的绘制

    按分析方法的步骤，设置6个以上标准系列浓度点，各浓度点的测量信号值减去零浓度点的测量信

号值，经直线回归方程计算后绘制校正曲线。

    当试样前处理较复杂，致使污染和损失不可忽视时，应与试样同法处理后再测定和绘制校准曲线。

    校准曲线回归计算后，其截距在无特殊规定时，应控制在士。.005之内。若截距过大，须进行截距检

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应大于。.99(根据测定成分浓度、使用的方法等确定)。

    分析条件和方法本身比较稳定时，校准曲线可续用，此时应随样品测定，加测空白和校准曲线上两

个浓度点与原校准曲线相应的浓度点，对测定值进行比较，相对偏差不大于5%-10%，否则应重新

绘制。

6-3-2.2 校准曲线的检查

6-3.2-2.1 线性检验:即校准曲线的精密度检验。当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小于。.”，应对校准曲线各

点测定值的离群值进行检验，按式(4)、式((5)、式(6)计算容允值:

_ ，‘ d
谷 尤 值 = 花节一

                      口 y
二“·················。··。·.⋯(4)

d二Yi一((a+br) ···⋯ ⋯ ，·，·.....······⋯ ⋯ (5)

S、一愿 ”·“‘.””’.·.··.······⋯⋯(6)

式中:d;— 残差;

      Yi一一信号值;

        a— 截距;

        b 斜率;

      s;— 浓度值;

      SY 剩余标准差;

        n— 不包括零浓度的浓度点数。

    容允值通常为1.5;若大于1.5时，该浓度点测定值为离群值，应剔除补测该浓度点直至满意。当

r>0. 999时，通常不会出现离群值，因此不必进行检验。

6.3-2-2.2 截距a的检验:即校准曲线的准确度检验。当a<o. 005时，不必进行检验。

    当取95%的!信水平，将截距a与。作t检验，无显著性差异时，a=0，可用回归方程计算浓度;当

截距a与0有显著性差异时，应找出原因并予以纠正后，重新绘制并经检验合格方可使用。

6.3.2.2.3 总评:当加测的各校准点(包括空白)全部或两点未落人置信区间时，则须重新测定标准系

列，绘制新曲线。而当两点或三点全部落人置信区间内，可用原校准曲线。

6.3.2.3 校准曲线的使用:校准曲线不合格不能使用，使用时不得随惫超出标准系列浓度范围，不得长

期使用，更不得相互借用。

6.3.3 精密度控制

6.3-3. 1 测定率:凡可以进行平行双样分析的项目，每批样品每个项目分析时均须做10%-15%平行

样品，5个样品以下，应增加到50%以上。

6.13.2 测定方式:由分析者自行编人的明码平行样;或由质控员在采样现场或实验室编入的密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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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样。二者等效，不必重复

6.3-3.3 合格要求:平行双样测定结果的误差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者为合格。允许误差范围见表2。对

未列出容允误差的方法，当样品的均匀性和稳定性较好时，参考表3的规定。当平行双样测定全部不合

格者，重新进行平行双样的测定;平行双样测定合格率<95%时，除对不合格者重新测定外，再增加

100̂ 20%的测定率 如此累进，直至总合格率为950o0

                  表2 土壤监测平行双样测定值的精密度和准确度允许误差

监测项 目

样品含童

  范围

.g/kg

精密度 准确度

适用的分析方法  室内相对

标准偏差.%

  室问相对

标准偏差，%

加标回收率

    %

室内相对

误差，%

室间相对

误差 %

锅

  < 0. 1

0.1̂ 0.4

  > 0.4

35

30

25

40

35

30

75- 110

85--110

90-105

35

30

25

40

35

30

原子吸收光谱法

汞

  < 0. 1

0.1̂ 0.4

  > 0. 4

35

30

25

40

35

30

75- 110

85- 110

90- 105

35

30

25

40

35

30

冷原子吸收法

原子荧光法

砷

  < 10

10-20

  > 20

20

15

15

30

25

20

90-105

90̂ -10.5

90- 105

20

15

15

30

25

20

原子荧光法

分光光度法

铜

  < 20

20- 30

  > 30

20

15

15

30

25

20

90- 105

90̂ -105

90- 105

20

l弓

15

30

25

20

原子吸收光谱法

铅

  < 20

20- 40

  >40

30

25

20

35

30

25

80--110

85- 110

90 105

30

25

20

35

30

25

原子吸收光谱法

铬

  < 50

50̂ -90

  >90

25

20

15

30

30

25

85- 110

85--110

90--105

25

20

15

30

30

25

原子吸收光谱法

锌

  < 50

50- 90

  > 90

25

20

15

30

30

25

85- 110

85-110

90̂ -105

25

20

15

30

30

25

原子吸收光谱法

镍

  < 20

20- 40

  > 40

30

25

20

35

30

25

80̂ -110

85--110

90-105

30

25

20

35

30

25

原子吸收光谱法

表 3 土壤监测平行双样最大允许相对偏差

元素含量范围

  mg/kg

最大允许相对标准偏差

          % 一‘*$fmmmg/kg
最大允许相对标准偏差

          %

> 100 5 。.1̂ -1.0 25

10- 100 10 } 30

1.0-10 20
卜

6.3.4 准确度控制

6.3-4.1 使用标准样品和质控样品

例行分析中，每批要带测质控平行双样，在测定的精密度合格的前提下，质控样测定值必须落在质

控样保证值(在9 5%的置信水平)范围之内，否则本批结果无效，需重新分析测定。

6.3.4.2 加标回收率的测定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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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测的项目无标准物质或质控样品时，可用加标回收实验来检查测定准确度。

    a)加标率:在 4批试样中，随机抽取lo%-v20%试样进行加标回收测定。样品数不足10个时，适当

增加加标比率。每批同类型试样中.加标试样不应小于1个。

    h)加标话:加标量视被测组分含量而定，含量高的加人被测组分含量的。. 5--1.。倍，含量低的加2

一3倍，但加标后被测组分的总量不得超出方法的测定上限。加标浓度宜高，体积应小，不应超过原试样

体积的1%0

    。)合格要求:农作物监测各项加标回收率应在加标回收率允许范围之内。加标回收率允许范围见

表2 当加标回收合格率小于70纬时，对不合格者重新进行回收率的测定，并另增加10%-20%的试样

作加标回收率测定，直至总合格率大于或等于70%以上

6.3.5 质量控制图及其他

6.15.1 必测项目应作准确度质控图，用质控样的保证值x与标准偏差S，在95%的置信水平，以X

作为中心线、X12S作为上下警告线、X士3S作为上下控制线的基本数据，绘制准确度质控图，用于分

析质量的自控

6. 15.2 每批所带质控样的测定值落在中心附近、上下警告线之内，则表示分析正常，此批样品测定结

果可靠;如果测定值落在上下控制线之外，表示分析失控，测定结果不可信，检查原因，纠正后重新测定;

如果测定值落在上下警告线和上下控制线之间，虽分析结果可接受，但有失控倾向，应予以注意。

6.3.6 监测过程中受到千扰时的处理

    检测过程中受到干扰时，按有关处理制度执行。一般要求如下:

    a)停水、停电、停气等.凡影响到检测质量时，全部样品重新测定。

    b)仪器发生故障时，可用相同等级并能满足检测要求的备用仪器重新测定。无备用仪器时，将仪器

修复，重新检定合格后重测

6.4 实验室间的质量控制

6.4.1 实验室标准溶液的对比

    各级实验室自制标准参考溶液要与国家一级标准溶液进行对比和量值追踪实验，以确定本实验室

使用的标准参考溶液的保证值。其方法如下:

    发放的标准溶液(A)与实验室自配等浓度的标准参考溶液(B)，同时各取若干份样品测定，按式

(7)、式((8)计算统计量t，并对测定值作检验。

A一B

‘一氟.}  nSn-"'V 2
···.。···.·。.····。········。二(7)

S,,-n=
(，一ll (Sq+Ss)

2n一 2
...···········.······.··一 (8)

式中:S�*一 合并标准差;

        ，，— 测定次数;

    S.,,S,-一一分别为标准溶液、实验室自制标准参考溶液的标准差;

      A,B一 分别为标准溶液和实验室自制标准参考溶液平均侧定值。

    当t簇t(0. 05) (2n-2)时的临界值时，二者无显著性差异。

    当t>t (0. 05) (2n-2)时的临界值时，则实验室标准参考溶液存在系统误差，应寻找原因纠正，或重

新配制。

6.4.2 实验室间的质量考核

    农业部环境监测总站每两年对各级下属站进行质量考核一次，由总站监测室根据农业环境监测网

络中心工作的需要，提出考核对象、考核项目、浓度范围及完成日期等考核计划和实施方案，并分发考核

样品。考核工作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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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放已知样品:在进行准备工作期间，为便于各实验室对仪器、基准物质及方法等进行校正，以

达到消除系统误差的目的。

    b)发放考核样品:考核样应有统 一编号、分析项目、稀释方法、注意事项等。为了不使所报结果的精

密度失真，适当控制发放量和测定次数

    。)填报考核测试结果:按表4内容准确无误填报。其中空白实验值应报每天平行双样和连续5天

的测定值

                                  表 4 实验室质控考核测试结果

考核

元素
编号

测定

臼期

测定次数及结果

(mg/kg或mg/L)
平均值

  (X)

标准差

  (S)

相对标

准偏差

  %

全程序

空白值

mg/L

回归

万程

相关

系数

(R)

方法与

仪器

1 2 3‘ 4 5 6

    测定单位 分析质控负贵人

    测定人 室主任签字

    d)考核结果的整理和评价:总站在收到各站上报结果后，进行登记、建表，对结果进行统计检验、判

断数据质量，作出评价并通知到各参加考核站。

    e)对测定数据质量的衡量:从精密度和准确度两方面评价，精密度应能满足所用方法的允许差或

标准差，准确度应符合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真值区间的要求。

7 农田土姗环境质t监测数理统计

7.1 实验记录

7.1.1 实验原始记录应设计印制成统一格式的记录本或记录表。农田土壤监测应有以下各种原始记录

表:

    a)标准溶液配制(稀释)原始记录表，见附录A中表A3o

    b)标准溶液标定原始记录表，见附录A中表A4,

    c)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原始记录表，见附录A中表A5,

    d)色谱分析原始记录表，见附录A中表A6,

    e)重量分析原始记录表，见附录A中表A7,

    f)容量分析原始记录表，见附录A中表A8,

    g)光度分析原始记录表，见附录A中表A9,

    b)原子荧光分析原始记录表，见附录A中表A10,

    I)离子(酸度)计分析原始记录表，见附录A中表All,

    户层析一紫外(荧光)分光分析原始记录表，见附录A中表A12,

7.1.2 实验记录应有页码编号，内容须齐全，填写要详实，字迹要清楚，数据要准确，保存要完善。不得

有缺页和撕页，更不得丢失。

7.1.3 实验记录要用碳素墨水钢笔或档案用圆珠笔填写。需要改正时，应在错误数据上划一横线，在其

匕方1{_正确数据，在正确数据上加盖修改者印章以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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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记录测量数据，要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只能保留1位可疑数字，其有效数字位数应根据计量器具

的精度及分析仪器的刻度值确定，不得随意增添或删减。

7.2 实验室分析结果数据处理

7.2， 几个基本统计量

7.2.1.1 (算术)平均值按式(9)计算:

x =ZX,n .............·..·..·..·....一 ‘9)

式中:X- n次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n 重复测定次数;

      X.- n次测定中第i个测定值

7.2.1.2 中位值按式(10)、式(11)计算:

      第号个数的值+第{号-h 1{个数的值
中位值 “ — (n为偶数时) ···⋯⋯(10)

+l
一2

中位值二第n 个数的值(n为奇数时)························⋯⋯(11)

7.2.1.3 范围偏差(R)也称极差，按式(12)计算:

R=最大数值 一最小数值 .............................. ( 12)

7.21.4 平均偏差‘)按式(13)计算:

    万IX，一XI
a=巴立」.-一一---.

                        n

d一n   I Xi一XI .··.·..··..·⋯⋯‘·，‘··⋯⋯(13)

式中:X— 某一测量值;

X— 多次测量值的均值。

相对平均偏差按式(14)计算:

                        相对平均偏差(%)= X 100 ·.··.··.···.········.·..·.。二(14)
-d
=X

标准偏差，按式(巧)计算

万 (Xi+Xy

”一 1
.·...⋯⋯“.⋯‘·.····⋯⋯(15)

相对标准偏差RSD按式(16)计算:

                            RSDW
二X

X 100 ·，·.⋯⋯ ，。...·····⋯⋯(16)

误差按式(17)计算:

                            误差 =

相对误差按式(18)计算:

                    相对误差(%)=

方差(‘2)按式(19)计算:

侧定值 一真值 ⋯’二‘二‘··············⋯⋯(17)

︸
价

价
介
7219 测定值 一 真值

真值
X 100 ······..·····........·.·⋯ ⋯ (18)

7.2.1.10

z (x，一X)}

n一 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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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有效数字的计算修约规则

    按GI弓8170执行。

了.2.3 可疑数据的取舍

    由于非标准布点采样，或由运输、储存、分析的失误所造成的离群数据和可疑数据，无须检验就应剔

除 在确认没有失误情况下，应用Grubbs法、Dixon法检验剔除。

了，3 分析结果的表示与上报

7.3门 分析结果的表示

    a)平行样的测定结果用平均值表示;

    b) 低于分析方法最低检出限的测定值按“未检出”报出，参加统计时按二分之一最低检出限讨一算，

但在计算检出率时，按未检出统计

了.3.2 检测数据录人的位数

    a)土壤样品测定值一般保留3位有效数字(以mg/k9计)，含量较低锡、汞可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卜)表示分析结果精密度的数据，只取一位有效数字，当测定次数很多时，最多只取两位有效数字;

    。)表示分析结果的有效数字的位数，不能超过方法检出限的有效数字位数。

7.3.3 分析结果的上报

    。)上报一组测定值的分析结果，应用Dlxon法、Grtlbbs法检验，剔除异常值后，补充测定，使测定

次数符合要求且不存在离群值时，结果用平均值报出。

    b)用加标回收率表示准确度指标时，应在规定范围内。若无规定时，单个回收率一般取90%一

11。%，对多个平均回收率，可计算95%的置信区间，作为允许范围。

    。)用标准差5、相对标准差CV%表示精密度指标，其值应在规定范围内。

    d)上报分析结果，经同组检测人员复核，复核无误后报质控人员审查质控指标是否合格，当其结果

合格并达到规定后，方能交技术负责人签字报出。

    e)审查上报的原始分析数据，必须有分析者、复核者和室负责人签字，以示负责

7.4 土壤监测结果统计

    a)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表见附录A中表A13。

    b)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结果统计表见附录A中表A14。

8 农田土坡环境质t监测结果评价

8.1 评价单元

8.飞.1 基本评价单元 土壤监测单元。

8门.2 统计评价单元:根据环境状况分析的需要，将各采样点进行分类，按类别进行统计评价

8.2 评价标准

8.2门 以GB15618作为评价标准。

8.2，2 无评价标准的项目可用污染物背景值计算污染物积累指数

8.3 评价方法

    农田土壤质量评价包括①监测项目即监测元素评价;②监测区域评价。评价参数有污染积累指数、

污染指数(包括单项和综合污染指数)、质量分级、污染物分担率、面积和样本超标率等。土壤环境质量评

价一般以单项污染指数为主，但当区域内土壤质量作为一个整体与外区域土壤质量比较，或一个区域内

土壤质量在不同历史时段的比较时应用综合污染指数评价。

8.3.1 各类参数计算方法

8.3.1.1 土壤单项污染指数按式(20)计算:

土壤单项污染指数 =
土壤污染物实测值
污染物质量标准

·’··一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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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壤综合污染指数按式(21)计算

土壤综合污染指数 =
(平均单项污染指数)“+(最大单项污染指数)“

                              2
(21)

土壤污染超标倍数按式〔22)计算:

上壤污染超标倍数 二
土壤某污染物实测值 一污染物的质量标准

某污染物的质量标准
·(22)

土壤污染累积指数按式(23)计算:

                  上壤污染累积指数 =

土壤污染样本超标率按式(24)计算:

            土壤污染样本超标率(%)=

土壤污染物分担率按式(251计算:

              土壤污染物分担率(%)-

上壤污染面积超标率按式(26)计算:

土壤污染物实测值
污染物背景值

一 (23)

土壤超标样本总数
监测样本总数

X 100 二(24)

土壤某项污染指数
各项污染指数之和

X 100 二(25)

土壤污染面积超标率(%)二
超标点面积之和
监侧总面积

X 100 ···········一 (26)

  上壤污染超标面积((hm')为监测区域内污染物含量超过农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面积。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分级划定

综合污染指数全面反映了各污染物对土壤的不同作用，同时又突出高浓度污染物对土壤环境质量

的影响，因此按综合污染指数最终评定，划定质量等级。土壤污染分级标准见表5。

表 5 土壤污染分级标准

等级划定 综合污染指数 污染等级 污 染 水平

I P}<o.7 安全 } 清洁
， 0. 7<P.<1. 0 替戒限 尚请洁

3 I<Pa(2.0 轻污染 土坡污染物超过背景值，视为轻污染，作物开始污染

4 2<P.石3.0 中污染 土坡、作物均受到中度污染

5 P.>3 重污染 土壤、作物受污染已相当严重

9 资料整编

9"1 整理有关资料:其中包括采样原始记录表、样品送样单、实验室各种原始记录表、所辖监侧区有关

图例等

92 绘制有关图表:包括采样点位图、环境质量等级分布图等;监测结果报表和统计表等。

9.3 资料的三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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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农田土坡环境质t监测各种原始记录表

采样 日期

            表A1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采样记录表

年 月 日 天气 共 页第 页

项 目名称 受枪单位

采样地点 省(自治区、直松市) 县(市、区) 乡(镇) 村 组

土坡采样

土样编号 农副产品采样

采样深度 cm 样品名称

土坡类型 样品编号

成土母质 采样部位

地形地貌

  主要农产品种类、播

一种面积、产盘、所处

  生长期、生长情况等

地下水位

地力水平

耕作制度

润溉水源、方式、泊

水时间、用水t等

废 水、废气、废 渣 污

染历史及现状

施用化肥、农药及其

他化学品悄况

农用固体废气物污

染

现场情况记录 采样点位示愈图 个北

校对人 记录人 采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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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样品登记表

监测业务代号 共 页第 页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采样深度

      cm

土壤类型 采样地点 采样时间 待测项 目 备 注

收样人

收样时间 年 月 日

送样人

送交时间 年 月 日

采样人

采样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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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标准溶液配制(稀释)原始记录
配制 日期 年 月 日 ( )字第( )号

标准溶液或基准

    物质名称

浓(纯)度

  ( )
等 级

分子式 生产或研制单位 生产 日期

分子最 批(编号) 有效期

简要配制

操作过程

配制方法

  依据

计算公式

温度 〔

湿度 %

原始标准或

基准物质
折合目标元素

加人溶剂种类
定容体积

    mL

新配标液浓度

      ( )
备 注

名称
取用魔

  ( )
名称 tri!$#

室主任 校核人 配制人



NY/T 395-2000

表 A4 标准溶液标定原始记录

标定日期 年 月 日 ( )字第(.)号

被标定溶液名称

  及配制浓度

基准液(物)

名称及浓度
标定方法依据

计算公式

温度 C

湿度 %

简要标定

操作过程

重复次数
分析

编号

基准液体积，mL

或基准物质量，9

被标定液

  体积

被标定液

  浓度
平均值

最后

定值
备 注

标

定

1

z

3

4

5

复

标

1

2

3

4

口

标定质最控制 方法允差 实标误差: 结论:

室主任

年 月 日

复标人

年 月 日

标定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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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原始记录

监测业务代号 分析 日期 年 月 日 共 页第 页

样品名称 分析项 目 方法编号

仪器型号 灯电流 mA

原子化

  条件

干燥 ℃

测量方式 波 长 n】1飞 灰化 ℃

测量状态 狭 缝 lln飞 原子化 ℃

试液介质 火焰高度 n们1 清洗 ℃

标准

曲线

浓度 回归方程

吸光度 相关系数

计算公式 备 注

前处理及定容

分取简要过程

样品编号 分析编号 哭样萝
定容体积

  ( )

测定浓度

  ( )

扣除空白

  ( )

样品含t

  ( ) 弋”笋 备 注

5}*At#ttol*9 :::: :::目 )::: 审核!·

室主任

年 月 日

校核者

年 月 日

分析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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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业务代号 分析日期

色谱分析原始记录
日 共 页第 页

样品名称 分析项 目 方法编号

试液介质 仪器型号 载气流速

检测器 色谱柱 纸 速

检测条件 担 体

室温湿度 c % 固定液

定量方法

标准曲线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计算公式 备 注

前处理及

定容分取

简要过程

样品编号 分析编号
测定组分

  ( )
取样tc )

定容体积

  ( )

进样体积

  ( )

峰高或

峰面积

  ( )

样品含量

  ( ) 3=A* 备 注

5?rrml 1}}61 w4 准it节              ?%Sao                               A确I:               sell#00               46口 ，，意见
                    IoM」 不合格u 不合格口

室主任 校核者

年 月 日

分析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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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业务代号 分析 日期

重量分析原始记录

B 共 页第 页

样品名称 分析项 目 方法编号

计算公式 备 注

简要操作

  过程

样品编号 分析编号 哭样贯 称次

重量( )

c“ >
样品含量

  ( ) IrJ61 fric } 备 注

载体 载体+样品

分析质量 准确度 精密度
控制审核 合格口 合格口 审核意见

                      不合格口 不合格口

室主任

年 月 日

校核者

年 月 日

分析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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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业务代号 分析 日期

表A8 容量分析原始记录

年 月 日 共 页第 页

样品名称 分析项 目 方法编号

室温、湿度 C % 标准溶液

备 注

计算公式

前处理及

定容分取

简要过程

样品编号 分析编号 哭”笋
标液用量( )

扣除空白

  ( )

样品含量

  ( ) TAM 备 注

初读数 终读数 消耗量

““纂蓉 于::: :::: )::目 审核意·

室主任 校核者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分析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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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业务代号 分析日期

表 A9 光度分析原始记录

年 月 日 共 页第 页

样品名称 分析项 目 方法编号

参比液 仪器型号 室温、湿度 ℃ %

比色皿 C们1 测定波长 nm 显色温度 C

标准

曲线

浓度 回归方程

吸光值 相关系数

计算公式 备 注

前处理及

定容分取

简要过程

样品编号 分析编号 哭”笋
定容体积

  ( ) 吧光笋
扣除空白

  ( )

测定浓度

  ( )

样品含量

  ( ) 弋”笋 备 注

ffriffjoz to] *IA 于::干 :::目 :::目 审，意·

室主任 校核者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分析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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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业务代号

        表A10 原子荧光分析原始记录
分析日期 年 月 日 共 页第 页

样品名称 分析项 目 方法编号

还原剂 仪器型号 负高压 V

室温、湿度 亡 % 灯电流 mA 加热温度 C

标准

曲线

浓度 回归方程

吸光值 相关系数

计算公式 备 注

前处理及

定容分取

简要过程

样品编号 分析编号 哭样拼
定容体积

  ( ) 哩定笋
扣除空白

  ( )

侧定浓度

  ( )

样品含量

  ( ) 弋“笋 备 注

5?trrAI          Vasil    *O1t口 瞥密霆口 ，核二见
                  不合格LJ 不合格口 不合格口

室主任

年 月 日

校核者

年 月 日

分析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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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业务代号

      表 An

分析 日期 年

离子(酸度)计分析原始记录

月 日 共 页第 页

样品名称 分析项 目 方法编号

缓冲液 选择电极 仪器型号

参 比电极 室温、湿度 ℃ %

标准

曲线

浓度 回归方程

吸光值 相关系数

计算公式 备 注

前处理及

定容分取

简要过程

样品编号 分析编号 was
定容体积

  ( ) }l}i}
扣除空白

  ( )

侧定浓度

  ( )

样品含量

  ( ) 弋”笋 备 注

“““，:::; :一:: :::目 审，!·

室主任

年 月 日

校核者

年 月 日

分析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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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业 务代号

  表 A12 层析一紫外(荧光)分光分析原始记录

分析 日期 年 月 日 共 页第 页

样品名称 分析项 目 方法编号

标准

曲线

浓度( ) 层析类别

测定荧光

  强度

nm 展开剂

nln 仪器型号

nTn 室温、湿度

计算荧光强度 备 注

计算公式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前处理及定容

分取简要过程

样品编号 分析编号 哭“彝
定容体积

  ( )

测定荧光强度
计算荧光

  强度

样品含量

  ( ) C“  ) 备 注

nn】 nm n幻1

4}*At14$1+1*A 于::: 于一:目 !::目 审核意·

室主任 校核者

年 月 日

分析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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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3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结果报表 mg/kg

序号
采样

地点

采样

时间

年月日

土坡

类 型

采样

深度

  C刀1

pH 铜 锌 铅 锅 镍 汞 砷 铬 六六六 滴滴涕 抓化物 硫化物

表 A14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结果统计表 mg/kg

地 区
全区拚地面积

      h.'

全区监测耕地面积

        hm'
污染物 样本容量 侧定范围 平均值 超标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