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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质量控制概述

1、质量控制体系

《土壤及地下水委托检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在采样及实验室检

测分析过程中，本公司针对影响检测结果的不确定因素（如检测人员、仪器设备、

标准物质、检测方法、样品和环境条件等），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并建立了

一套质量保证体系，详见下图。

图 1 质量控制体系

2、项目概述

本项目中检测工作由宁波国科监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

采样日期：2019年10月18日、2019年11月01日

采集样品数量（不包括质控样）：共采集6个土壤点位，1个地下水点位，土

壤样品共计18份，地下水样品共计2份。

采集质控样品数量：共采集1份地下水现场平行样、2份全程空白。

检测日期：2019年10月18日~2019年11月22日



检测项目见下表

表1检测项目汇总表

类别 检测项目 点位号

土壤

重金属：砷、镉、六价铬、铜、铅 、汞、镍

S1、S2、S3、S4、S5、S6

挥发性有机物：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
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 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
三氯丙烷、氯乙烯、苯 、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

苯、苯乙烯、甲苯、间,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半挥发性有机物：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
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 h)蒽、茚并

(1,2,3-c,d)芘、萘

地下水

重金属：砷、镉、六价铬、铜、铅 、汞、镍

W1

挥发性有机物：四氯化碳、氯仿、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顺式-1,2-二氯乙烯、反式-1,2 -二氯乙烯、二氯

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

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
氯丙烷、氯乙烯、苯 、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

苯乙烯、甲苯、间,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半挥发性有机物：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
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 h)蒽、茚并

(1,2,3-c,d)芘、萘



二、样品采集与保存

1、样品采样质量控制

①采样时有明显障碍的样点可在其附近采取，并做记录。

②农田土壤的采样点要避开田埂，地头及堆肥处等明显缺乏代表性的地点，

有垅的农田要在垅间采样。

③采样时首先清除土壤表层的植物残骸和其它杂物，有植物生长的点位要首

先松动土壤，除去植物及其根系。

④采样现场要剔除土样中的砾石等异物。

⑤注意及时清理采样工具，避免交叉污染。

⑥测定重金属的样品，尽量用竹铲、竹片直接采取样品。如用铁铲、土钻挖

掘后，必须用竹片刮去与金属采样器接触的部分，再用竹片采取样品。

2、样品流转质量控制

样品送达实验室后，由样品管理员进行接收。样品管理员立即检查样品箱是

否有破损，按照《交接记录》清点核实样品数量、样品瓶编号以及破损情况，对

样品进行符合性检查，确认无误后在《交接记录》上签字。本项目样品管理员为

熟悉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保存、流转的技术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性检查包括：

样品包装、标识及外观是否完好；样品名称、样品数量是否与原始记录单一致；

样品是否损坏或污染。若出现样品瓶缺少、破损或样品瓶标签无法辨识等重大问

题，样品管理员应在《交接记录》中进行标注，并及时与项目负责人沟通。

实验室收到样品后，按照《交接记录》要求，立即安排样品保存和检测。

本项目样品流转过程均符合质控要求，未出现样品瓶缺少、破损或样品瓶

标签无法辨识等重大问题。

3、样品保存质量控制

样品管理员收到样品后，立即检查样品箱是否有破损，按照《交接记录》清

点核实样品数量、样品瓶编号以及破损情况。暂未出现样品瓶缺少、破损或样品

瓶标签无法辨识等重大问题。

分析取用后的剩余样品，待测定全部完成数据报出后，移交样品室保存。分

析取用后的剩余样品一般保留1年。

本项目样品室保持干燥、通风、无阳光直射、无污染；样品存放于冰箱中，

保证样品在＜4℃的温度环境中保存。样品管理员定期查验样品，防止霉变、鼠



害及标签脱落。

根据《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及《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HJ/T 164-2004），本项目的样品保存符合质控要求。

三、实验室检测

1、实验室检测概述

为保证和证明检测过程得到有效控制、检测结果准确可靠，需采取科学、合

理、可行的质量控制措施对检测过程予以有效控制和评价，将各种影响因素所引

起的误差控制在允许范围内。本实验室按照《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6-200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环办土壤函

[2017]1896号，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年 12月 7日印发）及《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等标准规范的要求，结合公司质

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对本项目所有样品进行质量控制。检测质量保证的基础工作

包括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空白试验、平行样、全程序空白样品、质控样、内

标法、标准曲线、天平的检验、仪器的校正、玻璃量器的校验等。

2、样品制备和预处理

2.1 土壤样品制备

重金属样品：将样品置于木板上，摊成 2~3cm 的薄层，在通风无阳光直射

处自然风干，并不时进行样品翻动，挑去土壤样品中的石块、草根等明显非样品

的东西。风干后，用木锤将全部样品敲碎，再分取 150g用研钵磨细，过 200目

并混匀后分 2份，其中测 As、Hg的样品装入具塞的聚乙烯塑料瓶中，另一份直

接装入密封袋供检测用，其余样品当留样保存。质量监督员每天在已加工好的样

品中随机抽取 3%的样品，从中分出 5g过筛检查，过筛率大于 95%，合格后送

实验室分析检测，不合格者全部返工。

VOCs样品：直接进入吹扫捕集仪，进行上机分析。

SVOCs样品：用新鲜样品进行前处理分析。除去样品中的枝棒、叶片、石

子等异物后，木棒碾压、混匀，用四分法缩分所需用量。称取 10~20 g（精确到

0.01 g），加入适量硅藻土，研磨均化成流沙状，混匀备用。其余样品留样保存。



2.2 样品制备质量控制

样品制备过程的质量控制主要在样品风干和样品制样过程中进行，土壤风干

室和土壤制样室相互独立，并进行了有效隔离，能够避免相互之间的影响。土壤

制样室是在通风、整洁、无扬尘、无易挥发化学物质的房间内进行，且每个制样

操作岗位有独立的空间，避免样品之间相互干扰和影响。

制样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1）保持工作室的整洁，整个过程中必须戴一次性防护手套；

（2）制样前认真核对样品名称与流转单中名称是否一一对应；

（3）人员之间进行互相监督，避免研磨过程中样品散落、飞溅等；

（4）制样工具在每处理一份样品后均进行擦抹（洗）干净，严防交叉污染；

（5）当某个参数所需样品量取完后，及时将样品放回原位，供实验室其它

人员使用。

3、实验室检测过程

3.1 在检测前对检测方法做出确认，实验室检测人员到样品管理员处领取检测

样品，并对样品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并记录检查结果。本项目对样品有效性的核

查结果表明，收到的样品均为有效样品，即样品标签及包装完整，未受运输的

影响而产生污染。

3.2 实验室检测人员参加样品预处理及仪器检测的全过程，实验中产生的废液

和废物分类收集，属于危险废物的送具有资质的单位（宁波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

有限公司）处理。

3.3 实验室检测人员检查检测环境条件是否符合检测要求，并做好环境监控记

录，本项目检测期间环境条件均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

4、检测报告编制、审核与批准

4.1 检测报告由指定的人员编制、进行审核，授权签字人批准签发。

4.2 检测报告的管理按本公司制定的《检验检测报告控制程序》进行。

5、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

5.1 分析方法

实验室优先选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等国家标准中规定的检测方法，所采用方法（除苯胺外）均通过 CMA认可。

CMA计量认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计量行政部门对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及可靠性进行的一种全面的认证及评价。这

种认证对象是所有对社会出具公正数据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及其他各类实

验室，取得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检测机构，允许其在检验报告上使用CMA标记；

有CMA标记的检验报告具有法律效力。

本项目出具的检测报告（编号GK/S-2019-10-2380）所包含的检测指标具有

CMA资质，数据报告（编号GK/S-2019-10-2380/01）所包含的检测指标不具有

CMA资质。

本项目检测项目均采用最新检测标准，未采用过期无效标准。土壤中六价

铬使用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消解/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7-2014）、半挥发性有机物的苯胺使用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其他检测项目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

本项目检测项目的检出限均满足相应检测标准的要求。

5.2 检测仪器设备

为确保检测结果溯源到国家/国际计量基准，保证检测结果准确、有效，本

项目主要检测仪器设备均经过检定/校准，仪器设备均符合标准要求。

5.3 人员

检测人员严格按标准或作业指导书所规定的程序进行检测，原始记录在检测

活动的当时予以记录，检测数据由校核人员进行校对，校核人员具备相应项目的

上岗资格。检测人员持证上岗。

5.4 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

根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环

办土壤函[2017]1896号，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年 12月 7日印发），实验室内

部质量控制包括空白试验、定量校准、精密度控制、准确度控制和分析测试数

据记录与审核。

5.4.1 空白试验

每批次样品分析时，均进行空白试验。要求方法空白的检测值小于报告限值；

本项目所有方法空白的检出限均小于报告限值。

用与采样同批次清洗或新购的采样瓶（广口瓶、吹扫捕集瓶、玻璃瓶等）进

行空白试验，空白实验结果小于检出限或未检出时，样品测定结果方有效。



检测结果表明，空白试验结果均小于检出限。

本项目实验用水和试剂纯度均符合要求。为了消除试剂和器皿中所含的待测

组分和操作过程的沾污，以实验用水代替试剂进行空白试验（试剂空白），然后

从试样测定结果中扣除空白值来校正。

检测结果表明，试剂空白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挥发性有机物等样品分析时，通常要做全程空白试验，以便了解样品采集与

流转过程中可能存在沾污情况。用去离子水代替试样，采用和样品相同的步骤和

试剂，制备全程空白溶液，并按与样品相同条件进行测试。每批样品做一组全程

空白样，全程空白应低于测定下限（方法检出限的 4倍）。

本项目共检测 2组全程空白，检测结果表明，未出现过程污染。

本项目每批样品均做了 1 次空白试验，本项目空白样品分析测试结果均低

于方法检出限。

5.4.2 定量校准

（1）标准物质

分析仪器校准首先选用有证标准物质。当没有有证标准物质时，也可用纯度

较高（一般不低于 98%）、性质稳定的化学试剂直接配制仪器校准用标准溶液。

本项目分析仪器校准均选用有证标准物质。

（2）校准曲线

采用校准曲线法进行定量分析时，一般应至少使用 5 个浓度梯度的标准溶

液（除空白外），覆盖被测样品的浓度范围，且最低点浓度应接近方法测定下限

的水平。分析测试方法有规定时，按分析测试方法的规定进行；分析测试方法无

规定时，校准曲线相关系数要求为 R＞0.999。

本项目校准曲线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9。

本项目连续进样分析时，每 24h分析一次校准曲线中间点浓度，其测定值和

初始测定值的相对偏差应小于 30%，确认分析仪器校准曲线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超过此范围时需要查明原因，重新绘制校准曲线，并重新分析测试该批次全部样

品。



本项目校准曲线均准确有效。

（3）仪器稳定性检查

本项目每次检测均检查检测仪器设备是否正常完好，其校准状态标识是否有

效，并做好相关记录。检测人员均正确操作检测仪器设备，并如实记录检测原始

观察数据或现象。

本项目检测期间仪器设备均正常完好，校准状态有效，标识清晰，记录完

整。

5.4.3 精密度控制

通过平行双样进行精密度控制。每批次样品分析时，每个检测项目（除挥发

性有机物外）均做平行双样分析。

若平行双样测定值（A，B）的相对偏差（RD）在允许范围内，则该平行双

样的精密度控制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平行双样分析测试合格率要求应达到

95%。当合格率小于 95%时，应查明产生不合格结果的原因，采取适当的纠正和

预防措施。除对不合格结果重新分析测试外，应再增加 5%～15%的平行双样分

析比例，直至总合格率达到 95%。

本项目土壤和地下水中理化指标、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用平行

样、加标回收、加标平行样，替代物实施质控。地下水金属指标用平行样、加标

回收、加标平行样实施质控。

从表 2~表 7的平行样样品检测结果表明，土壤 VOCs、SVOCs、金属指标

平行样的质控均符合《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 2004）质控要求，

地下水金属指标、VOCs、SVOCs平行样的质控均符合《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HJ/T 164-2004）。



表 2土壤 VOCs平行样质量控制汇总

检测项目
检测浓度（μg/kg） 实验室平行样

A B 个数 相对偏差%

四氯化碳（μg/kg） ＜1.3 ＜1.3 2 NC

氯仿（μg/kg） ＜1.1 ＜1.1 2 NC

氯甲烷（μg/kg） ＜1.0 ＜1.0 2 NC

1,1-二氯乙烷（μg/kg） ＜1.2 ＜1.2 2 NC

1,2-二氯乙烷（μg/kg） ＜1.3 ＜1.3 2 NC

1,1-二氯乙烯（μg/kg） ＜1.0 ＜1.0 2 NC

顺-1,2-二氯乙烯（μg/kg） ＜1.3 ＜1.3 2 NC

反-1,2-二氯乙烯（μg/kg） ＜1.4 ＜1.4 2 NC

二氯甲烷（μg/kg） ＜1.5 ＜1.5 2 NC

1,2-二氯丙烷（μg/kg） ＜1.1 ＜1.1 2 NC

1,1,1,2-四氯乙烷（μg/kg） ＜1.2 ＜1.2 2 NC

1,1,2,2-四氯乙烷（μg/kg） ＜1.2 ＜1.2 2 NC

四氯乙烯（μg/kg） ＜1.4 ＜1.4 2 NC

1,1,1-三氯乙烷（μg/kg） ＜1.3 ＜1.3 2 NC

1,1,2-三氯乙烷（μg/kg） ＜1.2 ＜1.2 2 NC

三氯乙烯（μg/kg） ＜1.2 ＜1.2 2 NC

1,2,3-三氯丙烷（μg/kg） ＜1.2 ＜1.2 2 NC

氯乙烯（μg/kg） ＜1.0 ＜1.0 2 NC

苯（μg/kg） ＜1.9 ＜1.9 2 NC

氯苯（μg/kg） ＜1.2 ＜1.2 2 NC

1,2-二氯苯（μg/kg） ＜1.5 ＜1.5 2 NC

1,4-二氯苯（μg/kg） ＜1.5 ＜1.5 2 NC

乙苯（μg/kg） ＜1.2 ＜1.2 2 NC

苯乙烯（μg/kg） ＜1.1 ＜1.1 2 NC

甲苯（μg/kg） ＜1.3 ＜1.3 2 NC

间,对-二甲苯（μg/kg） ＜1.2 ＜1.2 2 NC

邻-二甲苯（μg/kg） ＜1.2 ＜1.2 2 NC

注：A为原样，B为平行样，NC表示“无法计算”。



表 3土壤 SVOCs平行样质量控制汇总

检测项目
检测浓度（mg/kg） 实验室平行样

A B 个数 相对偏差%

硝基苯（mg/kg） ＜0.09 ＜0.09 2 NC

2-氯酚（mg/kg） ＜0.04 ＜0.04 2 NC

苯并(a)蒽（mg/kg） ＜0.12 ＜0.12 2 NC

苯并(a)芘（mg/kg） ＜0.17 ＜0.17 2 NC

苯并(b)荧蒽（mg/kg） ＜0.17 ＜0.17 2 NC

苯并(k)荧蒽（mg/kg） ＜0.11 ＜0.11 2 NC

䓛（mg/kg） ＜0.14 ＜0.14 2 NC

二苯并(a,h)蒽（mg/kg） ＜0.13 ＜0.13 2 NC

茚并(1,2,3-cd)芘（mg/kg） ＜0.13 ＜0.13 2 NC

萘（mg/kg） ＜0.09 ＜0.09 2 NC

苯胺（mg/kg） ＜0.03 ＜0.03 2 NC

注：A为原样，B为平行样，NC表示“无法计算”。

表 4土壤金属平行样质量控制汇总

检测项目
实验室平行样

控制要求% 结果评价
个数 相对偏差%

汞 2
0.061 ≤30 符合

0 ≤30 符合

砷 2
0.71 ≤15 符合

4.96 ≤15 符合

铜 2
3.45 ≤20 符合

0 ≤20 符合

镉 2
0 ≤25 符合

0 ≤30 符合

镍 2
0 ≤10 符合

0 ≤10 符合

铅 2
2.63 ≤25 符合

1.54 ≤25 符合

六价铬 2
NC ≤30 符合

NC ≤30 符合



表 5地下水 VOCs平行样质量控制汇总

检测项目
检测浓度（μg/L） 现场平行样 实验室平行样

A B 个数 相对偏差% 个数 相对偏差%

氯乙烯（ug/L） <0.3 <0.3 1 NC 1 NC

1,1-二氯乙烯（ug/L） <0.1 <0.1 1 NC 1 NC

二氯甲烷（ug/L） <0.2 <0.2 1 NC 1 NC

反式 -1,2-二氯乙烯

（ug/L） <0.3 <0.3 1 NC 1 NC

1,1-二氯乙烷（ug/L） <0.3 <0.3 1 NC 1 NC

顺式-1,2-二氯乙烯（ug/L） <0.2 <0.2 1 NC 1 NC

氯仿（ug/L） <0.3 <0.3 1 NC 1 NC

1,1,1-三氯乙烷（ug/L） <0.1 <0.1 1 NC 1 NC

四氯化碳（ug/L） <0.1 <0.1 1 NC 1 NC

苯（ug/L） <0.3 <0.3 1 NC 1 NC

1,2-二氯乙烷（ug/L） <0.3 <0.3 1 NC 1 NC

三氯乙烯（ug/L） <0.3 <0.3 1 NC 1 NC

1,2-二氯丙烷（ug/L） <0.2 <0.2 1 NC 1 NC

甲苯（ug/L） <0.2 <0.2 1 NC 1 NC

1,1,2-三氯乙烷（ug/L） <0.3 <0.3 1 NC 1 NC

四氯乙烯（ug/L） <0.1 <0.1 1 NC 1 NC

氯苯（ug/L） <0.2 <0.2 1 NC 1 NC

1,1,1,2-四氯乙烷（ug/L） <0.2 <0.2 1 NC 1 NC

乙苯（ug/L） <0.1 <0.1 1 NC 1 NC

间,对-二甲苯（ug/L） <0.1 <0.1 1 NC 1 NC

邻二甲苯（ug/L） <0.2 <0.2 1 NC 1 NC

苯乙烯（ug/L） <0.1 <0.1 1 NC 1 NC

1,1,2,2-四氯乙烷（ug/L） <0.3 <0.3 1 NC 1 NC

1,2,3-三氯丙烷（ug/L） <0.2 <0.2 1 NC 1 NC

1,4-二氯苯（ug/L） <0.2 <0.2 1 NC 1 NC

1,2-二氯苯（ug/L） <0.2 <0.2 1 NC 1 NC

注：A为原样，B为平行样，NC表示“无法计算”。



表 6地下水 SVOCs平行样质量控制汇总

检测项目
检测浓度 实验室平行样

A B 个数 相对偏差%

硝基苯（ug/L） ＜0.25 ＜0.25 1 NC

萘（ng/L） 9.83 9.59 1 1.24

苯并(a)蒽（ng/L） ＜2.00 ＜2.00 1 NC

䓛（ng/L） ＜2.53 ＜2.53 1 NC

苯并(b)荧蒽（ng/L） ＜2.25 ＜2.25 1 NC

苯并(k)荧蒽（ng/L） ＜2.00 ＜2.00 1 NC

苯并(a)芘（ng/L） ＜2.15 ＜2.15 1 NC

茚并(1,2,3-c,d)芘（ng/L） ＜2.04 ＜2.04 1 NC

二苯并(a,h)蒽（ng/L） ＜1.10 ＜1.10 1 NC

苯胺（mg/L） ＜0.08 ＜0.08 1 NC

注：1.A为原样，B为平行样，NC表示“无法计算”;
2.萘的平行样允许相对偏差为≤30%，结果评定为合格。

表 7地下水中金属平行样质量控制汇总

检测项目

实验室平行样

控制要求% 结果评价
个数 相对偏差%

汞 1 NC ≤20 符合

砷 1 2.11 ≤20 符合

铜 1 NC ≤30 符合

镉 1 NC ≤20 符合

镍 1 NC ≤20 符合

铅 1 NC ≤30 符合

六价铬 1 5.26 ≤15 符合

注：NC表示“无法计算”，即平行双样的检测结果均小于检出限。



5.4.4 准确度控制

（1）使用有证标准物质

当具备与被测样品基本相同或类似的有证标准物质时，应在每批样品分析时

同步插入有证标准物质样品进行测定。当批分析样品数≥20个时，按样品数 5%

比例插入标准物质样品；当批分析样品数＜20个时，应至少插入 1个标准物质

样品。当测定有证标准物质样品的结果落在保证值范围内时，可判定该批样品分

析测试准确度合格，但若不能落在保证值范围内则判定为不合格，应查明其原因，

并对该批样品和该标准物质重新测定核查。

对有证标准物质样品分析测试合格率要求应达到 100%。当出现不合格结果

时，应查明其原因，采取适当的纠正和预防措施，并对该标准物质样品及与之关

联的详查送检样品重新进行分析测试。

土壤标准样品是直接用土壤样品或模拟土壤样品制得的一种固体物质，土壤

标准样品具有良好的均匀性、稳定性和长期的可保持性。土壤标准物质可用于分

析方法的验证和标准化，校正并标定分析测试仪器，评定测定 方法的准确度和

测试人员的技术水平，进行质量保证工作，实现各实验室内及实验室间，行业之

间、国家之间数据可比性和一致性。

除土壤重金属指标外，没有合适的土壤或地下水有证标准物质或质控样品，

本项目采用标准样品来对准确度进行控制。

合格要求：标准样品应在允许范围之内，对不合格者重新进行测定。当批分

析样品数≥20个时，按样品数 5%比例插入标准物质样品；当批分析样品数＜20

个时，应至少插入 1个标准样品。

表 8土壤金属标准样品准确度质量控制

样品类型 标准样品名称
检测项目

（mg/kg）
检测浓度

（mg/kg）
质控要求

（mg/kg） 结果评定

土壤 GSS-24

Cd 0.106 0.106±0.007 符合

Hg 0.074 0.071±0.007 符合

Ni 24 24±1 符合

Cu 27 28±1 符合

As 15.6 15.8±0.9 符合

Pb 39 40±2 符合



表 9地下水中金属指标质控样加标回收率质量控制

检测项目 加标量（μg） 回收率% 质控要求% 结果评价

汞 0.005 95.0 90-110 符合

砷 0.50 99.0 90-110 符合

铅 1.00 108 90-110 符合

镉 0.02 90.5 90-110 符合

铜 0.75 105 90-110 符合

镍 0.50 110 90-110 符合

六价铬 2.00 100 90-110 符合

表 10土壤中六价铬检出限及质控样加标回收率质量控制

检测项目 加标量（μg） 回收率% 质控要求% 结果评价

六价铬 500 97.4 90-110 符合

表 11土壤 VOCs质控样加标回收率质量控制

检测项目 加标量（ng） 回收率% 质控要求% 结果评价

四氯化碳 10 87.4 70~130 合格

氯仿 10 76.3 70~130 合格

氯甲烷 10 85.1 70~130 合格

1,1-二氯乙烷 10 88.4 70~130 合格

1,2-二氯乙烷 10 73.2 70~130 合格

1,1-二氯乙烯 10 77.8 70~130 合格

顺-1,2-二氯乙烯 10 80.1 70~130 合格

反-1,2-二氯乙烯 10 82.2 70~130 合格

二氯甲烷 10 90.8 70~130 合格

1,2-二氯丙烷 10 84.5 70~130 合格

1,1,1,2-四氯乙烷 10 112.3 70~130 合格

1,1,2,2-四氯乙烷 10 114.7 70~130 合格

四氯乙烯 10 72.5 70~130 合格

1,1,1-三氯乙烷 10 80.4 70~130 合格

1,1,2-三氯乙烷 10 93.5 70~130 合格



续表

检测项目 加标量（ng） 回收率% 质控要求% 结果评价

三氯乙烯 10 92.7 70~130 合格

1,2,3-三氯丙烷 10 120.4 70~130 合格

氯乙烯 10 111.5 70~130 合格

苯 10 93.8 70~130 合格

氯苯 10 88.4 70~130 合格

1,2-二氯苯 10 80.8 70~130 合格

1,4-二氯苯 10 82.5 70~130 合格

乙苯 10 100.3 70~130 合格

苯乙烯 10 80.4 70~130 合格

甲苯 10 83.5 70~130 合格

间，对-二甲苯 10 85.6 70~130 合格

邻-二甲苯 10 88.9 70~130 合格

表 12土壤中 SVOCs质控样加标回收率质量控制

检测项目 加标量（μg） 回收率% 质控要求% 结果评价

硝基苯 2 53.2 50~150 合格

2-氯酚 2 60.5 50~150 合格

苯并(a)蒽 2 93.8 50~150 合格

苯并(a)芘 2 100.3 50~150 合格

苯并(b)荧蒽 2 104.2 50~150 合格

苯并(k)荧蒽 2 110.5 50~150 合格

䓛 2 104.2 50~150 合格

二苯并(ah)蒽 2 96.5 50~150 合格

茚并(1,2,3-cd)芘 2 85.6 50~150 合格

萘 2 51.3 50~150 合格

苯胺 2 64.4 50~150 合格



表 13地下水中 SVOCs质控样加标回收率质量控制

检测项目 加标量（μg） 回收率% 质控要求% 结果评价

硝基苯 100 101 70~130 合格

苯并(a)蒽 100 91.1 85~95 合格

苯并(a)芘 100 85.5 85~95 合格

苯并(b)荧蒽 100 90.1 85~95 合格

苯并(k)荧蒽 100 93.4 85~95 合格

䓛 100 88.9 85~95 合格

二苯并(a,h)蒽 100 92.1 85~95 合格

茚并(1,2,3-c,d)芘 100 93.6 85~95 合格

萘 100 85.4 85~95 合格

2-氯苯酚 10.0 84.7 50~130 符合

表 14地下水 VOCs替代物加标回收率质量控制

检测项目 加标量（ng） 回收率% 质控要求% 结果评定

二溴氟甲烷 5 116 70~130 合格

甲苯-D8 5 117 70~130 合格

4-溴氟苯 5 130 70~130 合格

表 15水质 VOCs 基体加标回收率质量控制

检测项目 加标量（ng） 回收率% 质控要求% 结果评价

氯乙烯 5 104 60~130 合格

1,1-二氯乙烯 5 103 60~130 合格

二氯甲烷 5 111 60~130 合格

反式 -1,2-二氯乙烯 5 101 60~130 合格

1,1-二氯乙烷 5 108 60~130 合格

顺式-1,2-二氯乙烯 5 106 60~130 合格

氯仿 5 115 60~130 合格

1,1,1-三氯乙烷 5 112 60~130 合格

四氯化碳 5 115 60~130 合格



续表

检测项目 加标量（ng） 回收率% 质控要求% 结果评价

苯 5 113 60~130 合格

1,2-二氯乙烷 5 118 60~130 合格

三氯乙烯 5 107 60~130 合格

1,2-二氯丙烷 5 107 60~130 合格

甲苯 5 111 60~130 合格

1,1,2-三氯乙烷 5 110 60~130 合格

四氯乙烯 5 114 60~130 合格

氯苯 5 90.2 60~130 合格

1,1,1,2-四氯乙烷 5 96.8 60~130 合格

乙苯 5 98.6 60~130 合格

间、对二甲苯 5 101 60~130 合格

邻二甲苯 5 99.0 60~130 合格

苯乙烯 5 99.0 60~130 合格

1,1,2,2-四氯乙烷 5 95.6 60~130 合格

1,2,3-三氯丙烷 5 101 60~130 合格

1,4-二氯苯 5 101 60~130 合格

1,2-二氯苯 5 102 60~130 合格

5.4.5 分析测试数据记录与审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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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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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析测试原始记录应有检测人员和校核人员的签名。检测人员负责填

写原始记录；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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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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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

本项目实验室分析检测均按照《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土壤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HJ/T 166-200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行)》、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环办土壤函

[2017]1896号，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年 12月 7日印发）等标准规范的要求进

行。

本项目样品采集、流转、前处理、分析检测、质量控制等均符合相关标准规

范的要求，各项检测项目的检测过程及质控措施均符合相应标准规范的要求，因

此，本项目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注：1.土壤中硝基苯，2-氯酚项目不在认可范围内，质控数据由浙江信捷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资质认定许可编号：181112052424。

2.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多环芳烃项目质控数据由浙江信捷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该公司资质认定许可编号：181112052424。

编制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批准人职务 批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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