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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检测方法的准确性对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有重要意义,检测结果不准确,导致土壤中各成分含量数据不正确,致使土壤施肥过程

中各种肥料的施用量计算和使用错误,从而使农作物的产量或品质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文章针对提高土壤检测准确性进行阐述,提出自己的一点

建议,供广大技术人员参考。 

[关键词] 土壤检测数据；准确性；样品 

 

1 科学采集检测样品 

为确保土壤 终检测的准确性,首先,需确保土壤样品具有代表性。主

要原因在于土壤中的不同成分含量需借助样品质量来予以展示。因此,在进

行样品采集的时候,至少应保证每一份土壤样品有10～15个取样点。其次,

还应该确保取样点具备一致的深度且土壤均匀分布, 好能够完全覆盖整

个土壤样品,以便更好地反映采集点的真实状况。再次,具体采集时,需要严

格遵循相关规范标准,将采集到的土壤样品进行自然风干处理,严禁直接曝

晒或者烘干。同时,自然风干时,检测人员还应不断翻动土壤样品,以便加快

自然风干速度。为避免样品受到污染,还要确保土壤样品远离灰尘、碱性和

酸性物质。风干之后的土壤样品要磨碎,筛除土壤中相对较大的颗粒。 后,

安排专职人员对土壤进行登记保管,为日后的检测化验做好准备。 

2 准确配制溶液试剂 

在配制溶液试剂时,第一步是进行称量。然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

称量时会出现一定误差。为减小称量误差,一是可以采取增量法称量。具体

而言,选用电子分析天平,首先将天平打开,其显示为0.0000,然后将称量

瓶放到秤盘上,此时显示称重为W1,接着在称量瓶中放入需要称量的供试

品,并对二者的重量W2进行记录,那么用W2-W1得到的数值就是所称取的供

试品的实际重量。如果要将称量瓶重去除,可以按一下控制板的“TAR”回

零。如果将称量瓶的重量消除之后再进行称重,则 终显示的数值就是供

试品的实际重量。二是应选用纯净水配制试验所需要的试剂,并运用纯净

水清洗容器3次以上。若未清洗干净烧杯,则会导致溶液的物质量减少,溶

液浓度相对偏低。完成配制的试剂需要立即放入带有塞子的试剂瓶中,并

将试剂的名称、浓度、配制人、配制日期、复核人、复核日期、有效期限

等清楚地标注在试剂瓶上。三是需特别关注溶液的转移过程,应小心谨慎,

避免溶液溅出导致溶液浓度偏低。 

3 合理添加质量控制样 

进行土样检测时,应科学合理地进行质量控制样的添加,确保其能够依

据标准样和参考样校准所需要的测量器具,以便于提升检测的真实性。质控

样本身具备较为稳定的计量学特点,其能够对质控样和土样同时进行分

析。同时,还可以将土样的检测成果和标准参考样进行比对, 终促使检测

结果和操作人员的具体操作及器具的选用间不存在系统差,从而全面提升

土样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4 严格把控实验室土样检测质量 

土壤的检测工作 终需要在实验室中完成,因而需要严格把控实验室

的检测质量。一是应遵循相关土样的检测规范要求,营造适宜的实验室检

测环境,确保实验室的温度、湿度等达标,避免环境因素带来检测结果的误

差。二是实验室检测人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也直接关系到 终的

检测结果。因此,要求检测人员具备扎实的检测技能。对于上岗检测人员,

需要通过统一考核,并且持证上岗；同时,还应该对在职的检测人员进行职

业素养培训,确保检测人员树立积极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三是对于试

验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各种试验容器,应定期进行清洗和维护,妥善保管,避

免容器问题带来的检测误差。四是安排专人保管实验室中所需要使用的化

学试剂和试验用水,进而全面确保所配制的溶液浓度和准确性达标。 

5 定期检测仪器质量 

一是应定期对所有检测仪器进行检查和校对,确保检测仪器可以正

常运行,且及时处理检测仪器中存在的质量问题,以便于降低仪器质量

不达标而带来的检测误差。二是就现行的法律来看,对于土壤样品质量

检测方面的内容较少涉及,因而由于仪器设备质量带来的土壤样品检测

误差并无实际的法律意义。这就要求检测单位及时建立和完善检测制度,

同时完善相应的考核制度。对落后的操作技能、操作方法及时改进,对

质量不达标、功能不完善的检测仪器设备及时更换,进而全面提升土壤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6 开展原始记录的检验工作 

一是需确保检测原始记录的格式化。采用某种固定模式将检验原始记

录予以固化,事先在原始记录中登记检测过程中需要涉及到的样品名称、检

验项目、计算公式等固定不变的内容,而预留样品的称量、一期读数、温湿

度、计算结果等可变的内容。这样就能够在具体检测过程中,将检测的实

际状况对应填写到原始记录中。这种操作方法十分便捷,且易于编号备案

和后续查询。二是原始记录还应该全面、真实和完整,确保查阅者一目了

然,全面覆盖所有的检测要素,全面提升检测结果的可信度,并为后续查验

和检测结果确认奠定基础。 

7 结语 

土壤作为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基础物质,准确检测其成分含量是保证农

作物健康生长,合理施肥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可以为农作物的种植以及耕

种方式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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