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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土壤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土壤环

境污染防治过程中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可以进一步明确掌握、评估土壤环境质量实际情况。而要想

保障监测工作开展期间其数据结构的准确性与完整性,需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来提升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的精密性和可比性。也正因此,进行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应用的深入探析,

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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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样、制样的质量控制与保证 

1.1样品数量及其布点方式 

在具体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过程中,

采样、制样环节的质量保证与控制至关

重要,直接关乎到后续监测结果的精准

性。在具体监测过程中,需秉持着等量、

随机的原则来确定样品数容量以及采样

的布点设置。而其中针对采样布点的设

置,具体包括系统随机、分块随机、简单

随机三种方式；而针对样品采集工作的

开展,则主要分为前期、正式、补充采样

三个阶段,若在实际监测期间其监测单

元相对较小,工作人员可直接进行采样

工作。此外,需严格遵循《土壤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等规定要求来规范化开展样

品采集、采样布点设置工作。 

1.2样品质量控制 

在样品采集前必须开展现场勘探

工作,并结合具体情况,确保采样时段

的选择与采样点的设置必须具备较强

的代表性与合理性,然后以此为依据构

建完善且科学的采样方案计划。与此同

时,工作人员需注意,必须按照规定要

求来控制采样的数量和位置,并尽可能

避免样品采集过程中被污染的现象。等

到样品采集完毕,需细致记下采样记录,

通过对样品质量的保证来提高监测结

果准确性。 

1.3样品运输、制备的质量保证 

样品的化验分析需要在实验室中进

行,所以需要将样品贮存并运输至实验

室。而在此过程中,工作人员要避免样品

出现污染的现象。若样品无法在第一时

间运输至实验室,需进行合理贮存。而针

对样品的制备,具体程序包括样品风干

—粗磨—细磨—分装等步骤。要想进一

步保证与控制样品质量,实验室需分别

设立磨样室与风干室。在样品分装期间

应使用清洁消毒后的工具,避免在分装

过程中出现污染,分装袋可以选用具塞

无色聚乙烯塑料瓶、具塞磨口玻璃瓶、

特制牛皮纸袋等。等到样品制备完毕,

管理人员需与制样者进行细致核对,并

在交接单上签字确认。需注意,制样过程

中必须保持土壤与土壤标签放在一起,

针对具备挥发性、半挥发性的有机物,

需结合具体情况利用特定方式进行新鲜

样的分析。 

2 实验室质量控制与保证 

2.1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1)精密度控制 

所谓精密度,主要是在对均一样品

重复分析中,在受控条件下应用特定的

分析程序基础上所得到的测定结果,看

结果是否一致的程度就是精密度。通过

精密度可以充分反映出测量系统、分析

方法中存在的随机误差大小,对精密度

进行分析,主要包括重复性、平行性、再

现性3种精密度。在精密度控制工作中,

所有批次的样品在进行所有项目分析过

程中,都必须要制作20%比例的平行样品,

如果是样品在5个以下,则所做的平行样

品不能少于1个,并且平行样包括两种,

分别是明码和密码两种平行样。对平行

双样进行测定,如果合格率不到95%,不

仅需要对这个批次的样品进行重新测定,

同时还要按照样品数的数量,增加1～2

成的平行样,然后再进行测定,一直到平

行双样的测定合格率超过95%。 

(2)准确度控制 

首先,需要使用质控样品,或者是使

用标准物质。在例行的分析工作中,需要

保证质控平行双样精密度测定合格前提

下,所得的质控样测定值就会在保证值

的范围之内,如若不然,则表示这次测定

的结果无效,如此必须要进行重新测定

和分析。其次,是进行加标回收率测定。

如果所选测的项目既没有质控样品,同

时也没有标准物质,如此就可以采用加

标回收试验的方式,对准确度进行检查

和测定。在此过程中,需要保证一定的加

标率,也就是在同一批试样之中,需要随

机抽取10%～20%的试样,将这些试样加

标并进行回收测定工作。如果样品数小

于10个,就要增加一定比例的加标比率,

并且保证每个批次同类试样不能小于1

个加标试样。在确定加标量的时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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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测组分含量的多少,以此来决定加

标量,如果含量较高,则需要按照被测组

粉含量的1/2～1倍,如果含量低,则需要

加入2到3倍,从而保持加标回收率可以

在允许范围之中。 

2.2质量控制图 

在进行必测项目质量控制中,必须

要按照相关的要求,绘制相应的准确度

质控图,主要将此图用于分析质量的自

控工作。需要将所有批次的待质控样测

定值维持在上下警告线和中心附近,如

此表示分析的结果正常、可靠；如果测

定值超出上下控制线,则表示分析已经

失控,从而这种测定结果不能采信,在此

过程中,需要查找其中的原因,将错误纠

正后再次进行测定；如果测定值保持在

上下控制线和警告线之间,则表示测定

的结果仍然可以接受,但是这个结果已

经接近于失控,因此必须要提高注意。 

2.3土壤标准样品 

所谓土壤标准样品,是直接应用模

拟的土壤样品,或者是直接用土壤样品

制备而得到的固体物质,其不仅具有良

好的稳定性,同时还具有均匀性,并且可

以实现长期的保存。在分析方法的标准

化和验证过程中,土壤标准物质有广泛

的应用,并且在标定分析测定仪器或者

是校正分析测定仪器、测试人员的技术

水平、评价测定方法准确度等,行业、国

家之间数据可比性及一致性等方面都有

良好的应用。在土壤标准样品实际使用

过程中,需要选用合适的标准样品,从而

在含量水平、组分、背景结构等方面都

要与待测样品保持相近或者是一致,如

果待测样品与标准样品之间的基本组

成、化学性质等都存在明显差异,就属于

基体干扰,如果再继续使用土壤标准样

品,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误差。 

3 土壤环境监测误差源剖析 

对土壤环境检测的误差进行分类,

主要可以分类3类,分别是制样、分析、

采样3种误差。 

3.1采样误差 

之所以会产生采样误差,主要是因

为土壤不均匀性导致产生土壤监测基础

性的误差。虽然这种误差不能消除,但是

可以研磨土壤,促使其形成小颗粒并均

匀混合,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误差。采样

误差具体分类可以分为如下类别：(1)

短距、长距、期间三种不均匀波动误差。

(2)分组、分割误差。(3)分界和抽样的

增加误差。(4)连续选择误差。 

3.2制样误差 

之所以会产生制样误差,主要是因

为在进行制样过程中,在风干、研磨、筛

分、贮存等工作过程中而产生的误差,

并且会来自不同的样品之间产生交叉污

染,或者是待测的样品组分由于挥发而

产生的损失,或者是组分价态产生了改

变,在贮存样品过程中,容器对于待测组

分产生吸收,也或者是在贮存中没有均

匀分样等等。 

3.3分析误差 

在处理样品或者是实验室测定误差

中,就会产生分析误差,例如在测定过程

中出现的仪器误差,在样品消解的过程

中所产生的损失,再或者是因为人为称

量时候产生的误差,但是如果实验室时

间规范化管理,则这种误差主要是随机

误差。 

4 监测报告的质量控制 

在土壤环境监测工作中,监测报告

属于最终的环节,在报告中可以完整的

呈现出监测的结果,同时要严格审核监

测报告,保证监测报告所得数据具有可

靠的准确性。另外,可以构建完善的质量

管理责任制,进而可以逐级审核监测报

告。在审核的过程中,要明确分工、责任,

如果在审核的过程中出现有疑问的数据,

就要先进行查证工作,进而及时分析和

解决问题,切忌不能推卸责任和拖延时

间。相关的报告编制工作人员,应该通过

深入学习和研究提升自身的业务和技能

水平,尽可能避免人为导致的错误,以减

少报告发生疏漏和错误。 

5 结语 

当前我国对于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有

了越来越高的重视程度,因此,在土壤监

测工作中必须要严格按照相应的技术规

范和标准进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需要

提高质量控制的意识,在所有阶段、环境

中,都要贯穿质量控制理念,从而得到更

为全面、准确、可靠的结果,为我国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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