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样品取
样与分析规范



一、实验室样品取样规范

1. 取样前准备

   - 人员培训：确保取样人员熟悉取样流程、操作规范

以及安全注意事项。他们应接受关于不同类型样品特性、可

能存在的危害以及正确取样技术的专业培训，以保证所取样

品具有代表性且取样过程安全无误。

   - 设备清洁与校准：取样设备必须保持清洁，避免交

叉污染。例如，使用的采样器、容器等应在每次取样前进行

彻底清洗和干燥，对于需要精确测量的设备如天平、量具等

要定期校准，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 防护装备：根据样品的性质配备合适的个人防护装

备，如手套、护目镜、防护服等。如果样品具有腐蚀性、毒

性或挥发性，防护装备能够有效保护取样人员免受伤害。

   - 了解样品特性：在取样前，详细了解样品的物理和

化学性质，包括状态（固态、液态、气态）、稳定性、挥发

性、是否易燃、易爆、有毒等。这有助于选择合适的取样方

法和容器，以及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2. 取样方法选择

   - 随机取样：适用于总体均匀的样品。例如，对于一

批袋装的化学原料，可通过随机数表或随机抽样软件确定抽

取的袋数和位置，以保证每个样品被抽取的概率相同，从而

使所取样品能够较好地代表整批原料的特性。



   - 分层取样：当样品总体由不同层次或类别组成时采

用。比如，对于一个多层土壤样品，可按照土壤的不同深度

层次分别取样，然后混合或分别分析，这样能更准确地了解

土壤在不同深度的成分差异。

   - 系统取样：按照一定的规律或间隔进行取样。如在

一条流水线上，每隔一定时间或一定数量的产品抽取一个样

品，这种方法适用于生产过程相对稳定、产品特性变化有一

定规律的情况。

   - 针对特殊样品的取样方法：对于易挥发的液体样品，

要采用密封良好的取样装置，尽量减少样品暴露在空气中的

时间，防止成分挥发损失；对于固体粉末样品，要注意防止

样品扬尘，可采用专门的粉末取样器，确保取样均匀且代表

性强。

3. 取样过程操作

   - 液态样品：使用合适的移液管、注射器或采样瓶进

行取样。对于大体积的液体，要先将液体充分搅拌均匀，然

后在不同深度和位置分别取样，最后混合成一个综合样品。

取样时要注意避免产生气泡，移液管或注射器要垂直插入液

面，缓慢吸取样品，确保取样量准确。

   -



 固态样品：对于块状固体，可使用切割工具从不同部

位选取样品，然后粉碎、研磨成均匀的粉末。对于颗粒状固

体，可采用四分法等方法进行缩分。首先将样品充分混合，

然后堆成圆锥形，从锥顶向下压平成圆饼状，通过中心划十

字分成四等份，去除对角的两份，重复操作直至得到合适量

的样品。

   - 气态样品：使用气体采样袋、注射器或专门的气体

采样装置。采样前要确保采样装置的气密性良好，将采样装

置连接到气体源，按照规定的流量和时间采集气体样品。对

于含有颗粒物或杂质的气体，可能需要在采样装置前加装过

滤器。

   - 生物样品：生物样品的取样要特别注意保持样品的

活性和完整性。对于植物样品，要选择健康、具有代表性的

植株部位，如叶片、茎段或根部，迅速采集并妥善保存，防

止水分流失和微生物污染。对于动物样品，要遵循无菌操作

原则，根据检测目的选取合适的组织或体液，如血液、组织

块等，采样后尽快进行处理或冷藏保存。

4. 取样量确定

   - 考虑分析方法：根据后续的分析方法要求确定取样

量。例如，某些化学分析方法可能需要精确的样品量，如重

量法分析可能需要几克样品，而仪器分析如高效液相色谱法

可能只需几毫克甚至微克级的样品。



   -



 样品均匀性：如果样品均匀性较好，取样量可以相对

较少；若样品不均匀，则需要增加取样量，以保证所取样品

能够反映整体特性。例如，对于含有杂质分布不均匀的矿石

样品，就需要比均匀的金属样品取更多的量。

   - 备份和重复实验：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通

常要考虑取一定量的备份样品，以便在分析出现问题时进行

复查。同时，根据实验设计，可能需要进行重复取样和分析，

以评估实验的准确性和精密度，这也需要足够的取样量。

5. 样品标识与记录

   - 标识内容：每个样品都应有清晰、准确的标识，包

括样品名称、编号、取样日期、取样地点、取样人员等信息。

对于多批次或来自不同位置的样品，还应注明批次号、位置

编号等详细信息，确保样品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可追溯。

   - 记录信息：详细记录取样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如样

品的外观描述（颜色、状态、气味等）、取样方法、取样环

境条件（温度、湿度等）、是否有异常情况发生等。这些记

录对于后续的数据分析和结果解释非常重要。

二、实验室样品分析规范

1. 分析前准备

   - 仪器设备检查：在进行样品分析前，要对所用的仪

器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其正常运行。对于大型仪器如气

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要检查仪器的电源、气源、



光路系统、检测器等是否正常，进行必要的预热和校准操作，

如检查波长准确性、灵敏度校准等。

   -



 试剂准备：根据分析方法要求准备所需的试剂，包括

标准品、溶剂、缓冲液等。试剂要保证纯度符合要求，且在

有效期内。配制试剂时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准确称量

和稀释，确保试剂浓度准确无误。

   - 方法确认：确保所采用的分析方法经过验证或确认，

适用于所分析的样品类型。要熟悉方法的原理、操作步骤、

适用范围、检测限、定量限等关键参数，如有必要，在分析

样品前进行方法的优化或调整。

   - 环境条件控制：保持实验室环境条件稳定，如温度、

湿度、光照等。对于一些对环境条件敏感的分析方法，如某

些光学分析方法，要控制环境温度在规定范围内，以减少环

境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2. 样品处理

   - 样品前处理目的：样品前处理的目的是将采集的原

始样品转化为适合分析仪器检测的形式，同时去除可能干扰

分析的杂质。例如，对于复杂基质中的有机污染物分析，可

能需要通过萃取、净化等前处理步骤将目标污染物从样品基

质中分离出来。

   - 常见前处理方法：

     -



 消解：适用于金属元素分析，将样品用酸或碱等试剂

进行消解，使其中的金属元素转化为可溶性离子状态，常用

的消解方法有湿法消解、干法消解和微波消解等。湿法消解

使用硝酸、盐酸等强酸混合液在加热条件下将样品分解；干

法消解则是通过高温灰化使样品中的有机物分解；微波消解

利用微波的快速加热特性，加速样品的分解过程，具有快速、

高效、试剂用量少等优点。

     - 萃取：用于分离和富集目标化合物。液 - 液萃

取是根据目标化合物在两种互不相溶的溶剂中的溶解度差

异，将其从一种溶剂转移到另一种溶剂中；固相萃取则是利

用固体吸附剂对目标化合物的吸附和解吸作用，实现样品的

净化和富集，适用于痕量分析。

     - 蒸馏：可用于分离沸点不同的化合物，如在酒类

样品中分离乙醇等挥发性成分，通过加热使样品汽化，然后

根据不同成分的沸点差异进行分离和收集。

   - 质量控制措施：在样品前处理过程中要采取质量控

制措施，如加入内标物。内标物是一种与目标化合物性质相

似但不存在于样品中的化合物，在样品处理前加入已知量的

内标物，通过计算内标物与目标化合物的响应比，可以校正

样品处理过程中的损失和误差，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3. 分析操作

   -



 仪器操作规范：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规程进行分析操作。

对于手动进样的仪器，要注意进样量的准确性、进样速度的

一致性等；对于自动进样系统，要确保样品瓶放置正确、进

样针清洗干净且无堵塞。在操作过程中，要密切观察仪器的

运行状态，如色谱峰的形状、信号强度等，及时发现并处理

异常情况。

   - 分析方法执行：准确按照选定的分析方法进行操作，

包括样品和试剂的加入顺序、反应条件（温度、时间、pH值

等）的控制、检测波长或检测参数的设置等。例如，在酶联

免疫吸附测定（ELISA）中，要严格控制抗原 - 抗体反应的

温度和时间，以及洗涤步骤的操作，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

   - 数据记录：在分析过程中，要及时、准确地记录原

始数据，包括仪器读数、测量时间、样品编号等信息。原始

数据记录应清晰、完整，不得随意涂改，如有错误，应按照

规定的方法进行更正，如划双线并签名注明更正原因。

4.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 标准曲线绘制：对于定量分析，要绘制标准曲线。

准确配制一系列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按照分析方法进行测

定，以目标化合物的浓度为横坐标，仪器响应值（如峰面积、

吸光度等）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要

达到规定的要求（如一般要求 R²≥0.995），且要定期进行更



新和验证。

   -



 质控样品分析：在分析样品的同时，要分析质控样品，

包括空白样品、已知浓度的标准物质或加标样品等。空白样

品用于检测实验过程中的背景污染情况，其测定结果应在规

定的范围内；标准物质的测定结果应与已知浓度相符，偏差

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加标样品用于评估样品处理和分析过程

中的回收率，回收率应在合理的区间内（如 70% - 120%）。

   - 人员比对和仪器比对：定期组织不同人员使用相同

仪器或同一人员使用不同仪器对同一样品进行分析，比对分

析结果，以评估人员操作的准确性和仪器之间的差异，发现

问题及时进行纠正和改进。

5. 数据处理与结果报告

   - 数据处理：对原始数据进行正确的处理，包括数据

的计算、修约、统计分析等。根据分析方法的要求，选择合

适的计算公式计算样品中目标化合物的含量或浓度，数据修

约要按照相关的规则进行，如四舍六入五留双等。对于多组

数据，可进行统计分析，如计算平均值、标准差、相对标准

偏差等，以评估数据的离散程度和精密度。

   - 结果报告：结果报告应清晰、准确、完整，包括样

品名称、编号、分析项目、分析方法、测定结果、单位、分

析日期、报告日期等信息。测定结果的表达要符合相关标准

或规范的要求，如有效数字的位数要正确。对于超出检测范

围或异常的结果，要在报告中注明，并说明可能的原因。同



时，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对结果进行审核和批准，确保报告的

质量。

三、实验室样品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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