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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2023.02)

四级
质量
控制
机制

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县级质量监督检查

省级质量监督检查

国家级质量监督检查

样品采集、制备、保存、流转和检测等任务
承担单位

县级土壤普查办

省级土壤普查办、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

全国土壤普查办、国家级质量控制实验室

内部质控

外部质控

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 （留样抽检任务：细制备、检测、数据上报）
外部质量控制（省级质量监督：监督检查、飞行检查、留样抽检等）



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

规范明确了三普土壤样品制备、流转、保存和检测技术要求。
相关人员应仔细阅读学习规范要求并遵照执行。

1 适用范围

明确了土
壤样品制
备、保存、
流转和检
测技术要
求。

2 样品制备

制定计划
制备种类
制样工具
样品接受
制备流程
注意事项

3 样品流转

流转种类
流转计划
组批装运
样品交接

4 样品保存

样品库样
品
留存样品
预留样品
剩余样品

5 样品检测

检测计划

样品细磨

指标方法

6 质量控制

内部质控

外部质控

相关措施

明确了省级三普办、质控实验室、制备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的职能与任务、
组织运行机制，各单位密切配合，各环节紧密衔接，遇到问题随时沟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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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细制备二



本部分内容概述

在此添加关键字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Maecenas porttitor congue 
massa. 

样品细制备二

样品细磨时，要将样品全部倒出混匀后，再用四分法或多点取样法从过2mm

孔径筛土样中根据检测参数分取样品量，并根据参数需求使细磨样品分别过0.25 

mm、0.149 mm孔径筛。细磨有关环境和操作要求等按照6.2.2执行，细磨过程不

同粒径样品必须从通过2 mm孔径筛的土样重新取样制备并全部过筛，严禁套筛；

细磨过程样品编码始终保持一致。同时，现场填写制样记录（参见《土壤样品制

备与检测技术规范》样品制备记录表）。



本部分内容概述

在此添加关键字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Maecenas porttitor congue 
massa. 

2.1 制定计划

制定样品
制备计划

任务
安排

制样
场地

制样
人员

制备
流程 制备

时限

样品
流转

质量
控制

注意事项

1、统筹任务安排分工与进度。根据样品类型，统筹

制备和检测的能力，如仪器设备、人员数量、场地

面积、日检测量等。

2、联络沟通机制。各单位、各环节固定联系人。

3、制样人员明确，责任分工。

4、制备要求明确。应根据不同检测参数的要求，明

确制样方式和条件试验，填写样品制备记录表。

5、制样质量要求，具体要求、出现问题的对策措施

等，工作纪律。

样品细制备二



本部分内容概述
2.2样品接收

指定专人接收样品。

务必每个样品逐一核查无误。

重点检查：

样品编号、样品状况、重量、数量、包装情况有无异常或不符合规定要求。

核准每个参数的检测方法。

问题处理：发现样品破损、重量不足、信息不全、标签损坏等，不予接收，及

时与送样单位联系。

提前约定
送样时间

样品细制备二



本部分内容概述

包括风干室和制样室 

（1）风干室 
规范要求： 风干室应通风良好、整洁、温湿度适宜、

远离易挥发性化学物质，并避免阳光直射。高湿地区地

区安装除湿设施。

2.3 制样场地

防止交叉
污染

1、避免样品交叉污染，物理隔离措施；

2、温、湿度控制，安装除湿设施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

3、样品标签与样品妥善放置，避免损坏、交叉错位等；

4、风干室，避免通风将标签吹跑/混淆、灰尘等影响。

5、专人日常监督。

样品细制备二



本部分内容概述

（2）制样室 
规范要求：

应通风良好；每个工位适当

隔离，避免交叉污染，有视频监

控;

全程摄像、随时接受远程实

时检查；

记录保存不少于1年。

2.3 制样场地

监控视频能清晰、完整的同步在线或视频复现制样全过程，确保信息可追溯 。
记录信息完整，制样时间、地点、人员、设备等信息。
定期检查视频监控设备、存储设备，确保处于正常工作。避免“有录无存”、“看背影”。

来自国家“三普办”培训材料

样品细制备二



本部分内容概述

数量：足量的工具。

材质：避免使用含有待测组分或对测试有干扰的材料制成的样品制备工具和包装材料。

清洗：每制备完成一个样品后，应确保设备清洁干净，避免交叉污染。

2.4 制样工具

样品细制备二

1、不使用金属筛，避免引入金属成分，同时注意孔径规格。
2、碾碎样品时过0.149mm筛供全磷等全量养分、金属元素等指标检测玛瑙材料工具。

2.5 制样人员

设立制样小组：实验室确定若干制样小组，每组1名质量检查员。

人员要求：制样小组组长、质量检查员需通过国家或省级土壤普查办统一组织质控培训，取得

培训合格证；其他人员至少需经内部培训上岗，并保留培训记录。



本部分内容概述
2.6 样品制备

通过2mm筛土壤样品，四分法/多点取样分取约25g（根据

参数确定），细磨，全部通过0.25mm筛（60目）。

有机质、全氮、碳

酸钙、游离铁测定

通过2mm筛土壤样品，四分法/多点取样分取约25g（根据参

数确定），用玛瑙研钵、玛瑙球磨机细磨，全部通过

0.149mm筛（100目）。

全P、K、S、B等
全量成分、  

重金属测定

1、样品制备过程应确保样品的均匀性和代表性，四分法取样。严禁套筛。

2、样品风干、磨细、分装过程中样品编码必须始终保持一致。

3、土壤有机质等测定样品不能研得太细（如球磨机），研得过细，使分析结果偏高。

4、制样所用工具每处理完1份样品后需清洗干净，避免交叉污染。

5、 细制备也要尽可能留副样，同时样品制备时填写样品制备记录表 。

1 2

3 4

1
4

pH、有效态、水解性酸度、水溶性盐、交换性项目、阳离子
交换量、机械组成等测定采用2mm样品，可直接取样分析。

四分法取样

注
意
事
项

样品细制备二



本部分内容概述
2.7 注意事项

制样前
√专人清点、核对样品数量、编号、确保无误 ；

√ 取出待制备样品，建立编号对照表 ，下达任务、制样要求、完成时限等。

制样中
√核对样品数量、制样要求等信息；√样品袋、标签随样品走，防止混淆、丢失；

√制备环节，按照流程执行，规范操作。制样工具均需要清洗/清理，包括样品

筛、制样木板、台面。

制样后
√核对制样数量、重量、包装等，与制样要求一致；清点无误。

样品细制备二



样品检测（留样抽检）三



2

试剂耗材
① 纯度达标，用

前验收
② 防止引入污染

4 6 8

正确度
① 批次添加
② 合格标准

3

样品
① 样品粒径
② 称量过程

防止交叉
污染

5 7

精密度
① 批次添加
② 合格标准

9

检测记录
① 批次添加
② 合格标准

本部分内容概述本部分内容概述
样品检测三

1

机构与人员
① 有资质
② 培训合格，

持证上岗

仪器校核
① 标准物质
② 标准曲线
③ 仪器稳定性

空白试验
① 批次添加
② 合格标准

方法验证
① 指标合格
② 形 成相 关 质

量记录



本部分内容概述
3.1 机构与人员

样品检测三

机构：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

求》《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等，建立并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及时发现和预见问题，有针对

性地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人员：所有参与土壤三普任务的检测实验室主要技术负责人、技术骨干、检测人员及质量检查人员（质量

控制人员）等均需通过全国土壤普查办或省级土壤普查办统一组织的技术培训，取得培训合格证，证书与

工作平台关联，建立质量追溯体系。

1、技术管理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主线，质量管理是技术管理的保证，行政管理是技术管理资源的保障。
2、人、机、料、法、环、测

人员的培训、监督、授权和能力监控，持证上岗。



本部分内容概述
3.2 仪器设备和试剂溶液

样品检测三

仪器设备：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指标符合检测任务要求且完好的仪器设备设施。对检测结果准确性或有效

性有影响，或计量溯源性有要求的仪器设备，投入使用前应计量检定或校准，并保持其在有效期内使用。

辅助仪器设备应进行功能核查。

试剂溶液：所用质控样品和化学试剂等应符合相关检测标准要求且在有效期限内。质控样品应能溯源到标

准物质（或参比物质）。化学试剂有专人负责，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加强安全管理。

1、数量充足：包括辅助设备

2、性能指标满足要求：检定/校准的确认+辅助设备的功能核查

3、尤其要关注租赁设备

1、质控样品的选择：尽可能选择基质质控样且种类尽可能多。不同检测项目选择的依据有所不同。

2、试剂耗材的质量验收：化学试剂（不同批次分别验收）、常用耗材。

3、样品量和试剂耗材的匹配。



① 硝酸、氢氟酸、高氯酸等一般优级纯以上；
② 每种试剂的单独验收，避免单一试剂空白过高，或更换处理；
③ 按照实验流程，全程空白的试剂验收，累加效应验收；确保实验空白不影响目标

物的检测。比如Cr，Pb。

消解试剂使用前验收

本部分内容概述
3.2 仪器设备和试剂溶液

样品检测三



器具清洗

① 鉴别排除：可抽取部分玻璃器皿（包括新购置玻璃器皿、消解试管），用5%硝酸浸泡
12h，然后作为样品上机测试相关元素。确保实验器皿不影响检测。Pb、Cr、Hg等。

② 消解试管消解样品后，先清洗，再加入5～8mL硝酸150～200℃消煮试管1～2h，清洗备
用。容量瓶等玻璃器皿用可用50%硝酸浸泡24h以上，洗净备用。不要泡酸缸，易引起交
叉污染。

条件允许情况下，
使用不会引入干扰
的一次性耗材

本部分内容概述本部分内容概述
样品检测三

3.2 仪器设备和试剂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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