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析测试。

（6）绘制准确度控制图

必要时，实验室绘制准确度控制图对样品分析测试过程进行监控。

准确度控制图可通过多次分析测试所用质控样品获得的均值（x）与标准偏

差（s）进行绘制，即在 95%的置信水平，以 x 作为中心线、x±2s 作为上下警

告

线、x±3s 作为上下控制线绘制。（3）每批样品分析所带质控样品的测定值落

在

中心线附近、上下警告线之内，则表示分析正常，此批样品分析结果可靠；当

测定值落在上下控制线之外，表示分析失控，分析结果不可信，应检查原因，

采取纠正措施后重新分析测试；当测定值落在上下警告线和上下控制线之间，

表示分析结果虽可接受，但有失控倾向，应予以注意。

（7）异常样品复检

每批次送检土壤样品分析测试完毕后，实验室应对该批次样品的分析测试

结果按检测项目进行稳健统计，计算该批次样品的检测中位值，并对分析测试

结果高于中位值 5 倍以上或低于中位值 1/5 的异常样品进行复检。若统计后发

现

需复检样品数较多时，可只对其中部分样品进行抽检，要求复检抽查样品数应

达到该批次送检样品总数的 10%。

对复检样品，应按精密度控制的有关要求统计计算复检合格率。计算复检

合格率，要求应达到 95%。当复检合格率小于 95%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9.5.2.3 数据记录与审核

实验室应保证分析测试数据的完整性，确保全面、客观地反映分析测试结

果，不得选择性地舍弃数据，人为干预分析测试结果。

检测人员应对原始数据和报告数据进行校核。对发现的可疑报告数据，应

与样品分析测试原始记录进行校对。

分析测试原始记录应有检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签名。检测人员负责填写原

始记录；审核人员应检查数据记录是否完整、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是否有误、

数据是否异常等，并考虑以下因素：分析方法、分析条件、数据的有效位数、

数据计算和处理过程、法定计量单位和内部质量控制数据等。

审核人员应对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可比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

9.5.3 实验室外部质量控制

必要时，可采用留样复检检查等其他外部质量控制措施。实验室应按照相

关技术规定要求妥善保存已完成检测的留存样品或有机样品提取液。必要时，

对于稳定的、已检测过的留存样品，只要其仍在规定的保存期内，可要求实验

室重新进行检测，并按精密度的有关要求统计计算留样复检合格率。实验室单

个项目留样复检合格率要求应达到 95%。

9.5.4 样品分析测试质量评价

9.5.4.1 实验室内部质量评价



实验室在完成样品分析测试任务时，应对其最终报出的所有样品分析测试

结果的可靠性和合理性进行全面、综合的质量评价。并提交质量评价总结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

承担的任务基本情况介绍；

选用的分析测试方法；

本实验室开展方法确认所获得的各项方法特性指标；

样品分析测试精密度控制合格率（要求达到 95%）；

样品分析测试准确度控制合格率（要求达到 100%）；

为保证样品分析测试质量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总体质量评价。

9.5.4.2 实验室外部质量评价

对密码平行样在实验室内和实验室间检测结果的质量，已收回建设用地的

土壤密码平行样，在实验室内和实验室间检测结果应根据分析测试结果的相对

偏差在允许范围进行质量评价，在允许范围内为可接受结果，否则为不合格结

果。

出现不合格结果后，实验室与质控实验室均应查找原因并采取适当的纠正

和预防措施，并重新对本批次样品不合格的分析测试项目进行分析测试。

留样复检按有关要求统计计算留样复检合格率，要求实验室对同类型样品

单个检测项目留样复检合格率应达到 95%，如合格率小于 95%，留样复检不合

格。

出现不合格结果后，实验室应查找原因并采取适当的纠正和预防措施，并

重新对本批次样品不合格的分析测试项目进行分析测试。具体质量控制参数见

检测报告质控部分。

附件

附件一 企业重点设施信息记录表



经现场踏勘与交流，确定本企业的重点区域及设施如下表：

附表 1 重点区域与设施

序号 类型 重点区域与设施

1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区域或生产设施 生产车间

2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

物等的贮存或堆放区域

危废间、原料库、成品库

3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

物等的转运、传送或装卸区域

危废间、原料库、成品库

等重点区域及设施的进

出口

4 贮存或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各类罐槽或管线 废水管线

5 三废（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或排

放区域

废气排放口、污水总排放

口、污水处理站

附件二 具有相关资质的实验室出具的样品分析测试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