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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意义重大,其具体的监测情况关系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的落实,在整体土壤

环境监测中,应积极地运用科学合理的质量控制措施。本文重点结合土壤样品采样、流转、制样、分析

等不同的环节展开深入分析,明确质量控制的要点,论述具体策略,为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成效更加明显提

供参考。 

[关键词] 土壤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有效路径 

中图分类号：Q938.1+3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Quality Control Problems and Effective Path of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eimei Li 

Rizhao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Inspection Station Co. Ltd 

[Abstract] Soil environmental quality monitor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its specific monitoring situation is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overall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actively us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soil sample sampling, circulation, sample prepar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different links, clarifies the 

key points of quality control, discusses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more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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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壤环境质量重点是指自然环境中

土壤对于污染物的吸收、容纳和实际的

降解能力[1]。在这个基础之上,积极地落

实好土壤环境监测工作,可以全面的分

析出土壤环境的具体情况,为保证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精密性和完整度,

应该采取合理的质量控制对策。质量控

制工作涉及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全过程,

其中涵盖布点采样、制样、实验室分析

以及数据评价等,必须要落实好相应的

质量控制措施。 

1 采样与制样阶段的质量控制 

为了使监测数据能够准确反映土壤

环境质量的现状,预测污染的发展趋势,

要求环境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准确性、

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代表性是指

在具有代表性的时间、地点,并按规定的

采样要求采集有效样品。要使所采集的

样品具有代表性,首先要优化布设采样

点位。 

1.1布点方式及样品数量控制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阶段,涉及到样

品数量及采样布点的工作内容,应该秉

持着随机和等量的原则,随机布点的方

式主要有三种,简单随机、分块随机、系

统随机。样品采集中,应该严格依照三个

阶段展开：前期采样、正式采样和补充

采样。若是采集样品监测单元面积较小,

则可以直接落实采样任务,依照《土壤环

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中规定的要求,

完成有效的样品布点,将采样数量进一

步明确[2]。 

1.2采集样品时的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的时候,质量控制为关键

的任务,工作人员应该积极的参与到现

场中,落实好相应的踏勘工作,对采样点

的设置情况加以分析,对采样时段进行

审查,判断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合理性,

依照实际的要求,制定出科学的采样方

案。采样方案应明确采样点位置、采集

表层土还是土壤剖面样品,是否采集混

合样等信息。采集样品的阶段,应该预防

污染问题,做好科学的保管及记录。 

1.3样品流转阶段的质量控制 

样品完成了采集任务之后,应该及

时的将样品运送到实验室。装样前核对：

在采样现场,样品必须逐件与采样原始

记录等进行核对,无误后分类运输。运输

中防损：运输过程中严防样品的损失、

混淆和玷污,需要避光或冷藏等特殊要

求样品,需有保证措施。样品交接：运回

实验室后,由专人进行样品交接,清点核

对并签字确认。 

1.4制备阶段的质量控制 

土壤样品制备过程需要分别设置风

干室和磨样室。样品制备阶段,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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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与样品管理员做好样品清点及交接工

作,并在单据上签字确认,避免产生样品

及样品标识混淆、丢失等情况。样品制

备通常有风干、粗磨、细磨、分装等多

个制备的步骤,制备的各环节,均应重视

质量控制。为防止交叉污染,制样工具每

处理一份样品后,及时清洗干净。为使样

品具有代表性,土壤粗磨、细磨等过程采

用四分法。分析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

物或可萃取有机物无需前述制样,用新

鲜样按特定方法进行样品前处理。 

2 土壤环境监测实验室的质量

控制 

2.1分析阶段 

2.1.1精密度 

精密度对于土壤环境监测成果具有

深刻的影响,重点是对均一样品重复分

析的时候,在受控条件下,获取到的测定

结果,判断结果是否一致的程度便是精

密度。经过对精密度的合理分析,可以清

楚了解到测量系统以及分析方法中的误

差情况,针对于精密度加以判断,如重复

性和再现性等不同类型的精密度[3]。精

密度的控制阶段,相关批次的样品在所

有项目分析中会涉及到20%比例的平行

样品,若是样品于5个以下,则实际的平

行样品不可低于1个,平行样通常包含两

种类型,其一是明码,其二是密码。针对

平行双样进行测定的时候,若是合格率

低于95%,除了要对相关批次的样品进行

重新的测定外,还应该依照样品数的数

量,合理的增加一到两个平行样,由此展

开科学测定,直到平行双样测定合格率

达到95%以上。 

2.1.2准确度 

首先,应该科学使用质控样品,或者

是科学的运用标准物质,例行分析工作

时,应该让质控平行双样精密度测定符

合具体要求,获取到的质控样测定值应

该维持于合理的范围内,若是不按照这

样的标准操作,将会影响到测定结果,导

致测定结果无效,必须要重新进行测定

分析。 

其次,应该落实好加标回收率的科

学测定,若是选测项目缺少质控样品,同

时也不具备对应的标准物质,可以适当

的使用加标回收试验的手段,针对于准

确度展开分析,进行进一步的判断。整个

过程中,应该确保加标率保持一定,随机

抽取10%～20%的试样,让相应的试样加

标做好回收测定的工作。若是样品数量

在10以下,应该稳步提升相关比例的加

标比率,使每个批次同类试样能够大于1

个加标试样。确定加标量的过程中,应该

全面的分析被测组分含量,由此决定相应

的加标量,若是含量高,则应该依据被测

组分含量的1/2～1倍进行添加,若是含量

较低的时候,则可适当的加入2-3倍,让加

标回收率真正的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中。 

2.2质量控制图的绘制 

必测项目质量控制阶段,应该严格

的按照具体要求,绘制出对应的准确度

质控图,将其合理的运用于分析质量自

控环节。应该将所有批次的待质控样测

定值维持于上下警告线以及中心位置上,

这样可以证明分析结果正常与否以及是

否可靠。若是测定值超出了上下控制线

时,则证实了分析失控,因此相应的测定

结果不具备可信度,应该及时的寻找到

问题成因,纠正错误。若是测定值始终保

持于上下控制线以及警告线的范围之中,

证明了测定结果可以接受,但是结果趋

向失控,因此应该格外的重视。 

2.3土壤标准样品的应用 

土壤标准样品就是运用至模拟土壤

样品或者是运用至土壤样品制备阶段而

获取的固体物质,其体现出良好的稳定

性,同时也有着均匀性,能够长期的保

存。分析方法的标准化以及相应的验证

过程中,土壤标准物的科学运用在标定

分析测定仪器以及校正分析测定仪器等

方面,行业与国家间的数据可比性与一

致性等多方面得以应用。土壤标准样品

具体应用的时候,应该重视标准样品的

适宜程度,在含量水平、背景结构等多个

方面,还需与待测样品保持一致的状态,

若是待测样品及标准样品的组成及化学

性质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则可以视

为基体干扰,若是未能有效的排除干扰

作用,势必产生巨大误差。 

3 土壤环境监测报告的质量控制 

土壤环境监测工作具体落实的时候,

监测报告是 终环节,报告中可以将监

测的结果完全呈现出来,因此应该积极

的关注监测报告的科学审核,让相应的

数据信息更加的精准与可靠,体现出理

想的依据价值。此外,还需注重可靠质量

管理责任制的有序构建,逐步审核监测

报告的情况,明确其中是否存在不足之

处。审核的阶段,还应该注重分工、责任

等,若是审核阶段产生一些存在着疑问

的数据信息,应该做好查证,进而分析相

关问题,并及时的采取应对策略,切忌不

可盲目的推卸责任,导致时间延误。报告

编制人员还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学习活动

中,通过相应的培训和实践,强化业务的

水平,巩固技能,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

避免报告中产生较多的问题。 

4 结语 

目前,国家针对于土壤环境监测工

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相应的工作也开

始逐步的优化和完善具体的方案,旨在

通过具体的标准,规范土壤环境监测过

程。单位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地提升质量

控制的基本意识,所有阶段以及环境监

测中,均需要合理的贯彻质量控制的理

念,通过获取更为全面、准确的结果,使

得国家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拥有可靠的参

考依据,真正的获取理想的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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