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补充监测 

技术规定 

（试行）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2021 年 1 月 

 

  



   

1 
 

前  言 

 

为充分发挥“十四五”期间国控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作用，保证水站数据连续性，确保

自动监测数据真实、可靠，有效支撑水环境质量评价、考核、排名等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明确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水站）非正常运行期间采取的采样、补

测以及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相关技术要求。 

本规定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制订，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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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补充监测技术规定 

1 适用范围 

本规定明确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水站）非正常运行期间采取的采样、补

测以及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相关技术要求，实际水样比对工作参照执行。 

本规定适用的监测项目为 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等参数。 

2 引用文件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法》（环办监测〔2019〕2 号）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总站水字〔2019〕649

号）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技术要求（试行）》（总站水字〔2019〕649 号） 

《地表水总磷现场前处理技术规定（试行）》（总站水字〔2019〕603 号）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细则（试行）》（总站水字〔2020〕553 号）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管理办法》（总站水字〔2020〕554 号）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离采样技术导则》（总站水字〔2020〕595 号）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离现场监测技术导则》（总站水字〔2020〕596 号）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监测任务作业指导书（试行）》（中国环境出版社，2017）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定。 

3.1 非正常运行 

指水站受停运、高浊度、高盐度、低水位、采水管路或位置影响等情况的运行，导致全

月可参与评价的自动监测数据不足 6 个的情况。 

3.2 水质评价数据 

指由水站仪器、移动监测车设备、CMA 实验室等方式产生的符合评价要求的有效数据。 

3.3 结冰期  

指河流、湖泊等水体从开始形成结冰形态到水面完全被冰层覆盖的阶段。结冰期一般无

法进行冰面安全作业。 

3.4 冰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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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河流、湖泊等水体的表面完全被冰层覆盖并具备一定程度承载能力的阶段，一般能够

在冰面上安全作业 

3.5 化冰期  

指河流、湖泊等水体的表面冰层开始融化至完全融化成水面的阶段。化冰期一般无法进

行冰面安全作业。 

3.6 断流 

指河流的河道内水流消失的现象。本规定特指由于某些自然原因和人为因素，水站采水

口处无水、目视采水口上游无来水、采水口水体上下游不连续，导致无法实现自动采集水样

或自动采集水样不具代表性的现象。 

3.7 预处理备案 

指针对不同时空的水环境差异，运维单位按照“一站一策”原则，将通过实际水样比对等

方式确认的适用于该水站运行的关键信息（预处理单元、系统参数、仪器测量原理等）进行

备案，并在备案中明确了能够满足该水站正常运行的水体最高浊度、盐度等水环境条件。 

4 监测要求、指标与频次 

4.1 监测要求 

国控水站每月参与水质评价的指标为 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

（湖库）共 6 项，且每个指标的自动监测数据均不得少于 6 个。为了保证水质评价所需的数

据量，非正常运行期间，当全月可参与评价的自动监测数据不足 6 个时，应进行人工补测。 

4.2 监测方式 

补测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湖库）时，应优先使用水站自动监测仪器，其

次可采用移动监测车或 CMA 实验室等方式进行。补测 pH 和溶解氧时，应使用便携仪器（经

有资质的部门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在原位进行。 

因断流（包括冰层下无水）、结/化冰期、洪水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不具备采样条件的，

经总站确认同意后，可不开展补测，但需完成采样现场情况的记录工作。 

4.3 监测指标 

非正常运行期间受影响且自动监测数据不足 6 个的指标。 

4.4 监测频次 

运维单位应根据水站前期运行情况预判可参评数据量，制定补测计划。 

水站运行但全月可参与评价的自动监测数据不足 6 个时，采用自动监测仪器补测至 6

个（每周不多于 2 次）；采用移动监测车（实验室仪器）和 CMA 实验室补测的全月不得少

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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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站运行但全月自动监测数据无法参与评价时，采用自动监测仪器补测的全月不得少于

6 次，每周不多于 2 次；采用移动监测车（实验室仪器）和 CMA 实验室补测的全月不得少

于 1 次。 

停运期间补测频次为每周 2 次。 

5 补测条件及要求 

5.1 受高浊度影响 

当水样浊度超出该站备案范围导致自动监测受到影响，数据不能用于水质评价时，应手

工采样并预处理后，采用水站自动监测仪器、移动监测车设备或送至有 CMA 资质的实验室

进行水样分析。 

5.2 受高盐度影响 

当水样盐度超出该站备案范围导致自动监测受到影响，数据不能用于水质评价时，应手

工采样并预处理后，将水样送至有 CMA 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分析。 

5.3 受低水位影响 

当采水口处水位不足 0.5 m 且自动采样搅动底泥影响自动监测数据准确性时，应手工采

样并预处理后，优先选择水站自动监测仪器进行分析，不具备条件的可采用移动监测车、

CMA 实验室等方式进行分析。 

5.4 受采水设施影响 

因采水设施原因（如采水管路长度等）导致自动监测受到影响，数据不能用于水质评价

时，应手工采样并预处理后，优先选择水站自动监测仪器进行分析，不具备条件的可采用移

动监测车、CMA 实验室等方式进行分析。 

5.6 受藻类影响 

因藻类聚集导致自动监测受到影响，数据不能用于水质评价时，应手工采样并预处理后，

送至有 CMA 资质的实验室进行水样分析。 

5.7 受停运影响 

开展停运补测时，应手工采样并预处理后，优先选择水站自动监测仪器进行分析，不具

备条件的可采用移动监测车、CMA 实验室等方式进行分析。 

5.8 受站点搬迁影响 

因水站搬迁停运，且搬迁后的水站未正常运行，应在搬迁后的水站采水口处手工采样并

预处理后，采用移动监测车、CMA 实验室等方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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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受临时替代断面影响 

因河道整治等原因生态环境部批准采用临时替代断面采样的，开展采测分离人工采样分

析，水站可停运不补测。 

6 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要求 

6.1 采样位置 

原则上应在采水口处（原位）采集水样进行补测，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保障采样条

件。采水口处不具备采集水样条件时，也可在站房内采集源水进行补测。 

6.2 采样技术要求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等监测指标手工采样时应满足附录 1 的相关要求。采

用移动监测车（实验室仪器）和 CMA 实验室分析时，应采集平行样品和全程序空白样品。 

除总磷外其他监测项目采集的水样应先经 63 μm 筛网过滤，然后沉降 30 min，最后采

用虹吸方式取上清液。 

总磷预处理方式如下： 

一般水体和感潮河段水样前处理方法见表 1。如遇到藻类聚集，应过 63 μm的过滤筛（网）

后再按表 1 要求执行。 

表 1 总磷预处理方法 

水体类型 原水浊度（NTU） 处理方式 具体技术要求 

一般水体 

≤200 自然沉降 沉降 30 min，取上清液 

200～500 自然沉降 沉降 60 min，取上清液 

＞500 离心 2000 r/min，2 min,取上清液 

感潮河段 

≤200 自然沉降 沉降 30 min，取上清液 

＞200 离心 2000 r/min，1 min,取上清液 

6.3 样品保存与运输技术要求 

采用水站自动监测仪器和移动监测车（自动监测仪器）分析的样品不用添加保存剂，须

在当日内完成分析。 

采用移动监测车（实验室仪器）和 CMA 实验室分析的样品应满足《地表水水质自动监

测站运行维护技术要求》（附录 B 实际水样比对——样品采集与保存）“B.3 样品保存与运输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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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析方法选择 

pH 和溶解氧补测时应采用便携仪器（经有资质的部门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进行

原位监测，操作方法参见《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离现场监测技术导则》。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采用水站自动监测仪器和移动监测车（自动监测仪器）

进行分析的，应保证自动监测仪器满足相关质控要求；采用移动监测车（实验室仪器）和

CMA 实验室分析的，分析方法应满足《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技术要求》附录 C

相关要求。  

8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8.1 总体要求 

根据水站非正常运行期间各指标补测的方式，分别确定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以保

证补测数据质量。 

8.2 质控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8.2.1 pH 和溶解氧 

采用便携仪器对 pH 和溶解氧补测时，质控要求参见《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

分离现场监测技术导则》。 

8.2.2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采用水站自动监测仪器补测时，应保证仪器日质控、

每月多点线性、实际水样比对合格，具体要求参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技术要

求》；采用实验室补测时，质控要求具体参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技术要求》

附录 C。 

9 数据报送与审核 

9.1 数据报送 

水站非正常运行期间人工补测应报送的数据包括：采样记录/关键环节照片/视频，现场

监测记录表、水样交接记录表、监测结果、质控记录等。 

采用便携式仪器进行原位监测时，监测结果应在 2 日内由运维单位人工录入平台，现场

监测记录/照片/视频、仪器检定/校准记录作为附件同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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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水站自动监测仪器和移动监测车（自动监测仪器）分析时，应实现仪器与“国家水

质自动综合监管平台”的互联互通，相关数据上传至平台（采样记录表、采样关键环节照片/

视频由运维人员填报至运维记录中）。 

采用移动监测车（实验室仪器）和 CMA 实验室分析时，监测结果应在每月 30 日前由

运维单位人工录入平台，采样记录/关键环节照片/视频、水样交接记录、监测报告、质控结

果（实验室空白、有证标样、平行样、全程序空白、校准-曲线中间点、加标回收样）、分光

光度标准曲线原始记录（标准溶液浓度、标准溶液体积、标准溶液加入量、吸光度、减空白

后校正吸光度、截距 a、斜率 b、相关系数 r）作为附件同步上传。 

9.2 数据审核 

数据审核员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在确定材料完整、数据上传（录入）无误、质控有效

后判定监测数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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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站非正常运行人工采样要点 

1 受高浊度、高盐度、低水位、藻类、冰封期影响水站采样技术要点 

1.1 受高浊度影响水站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湖库）等监测指标受高浊度影响的水站，应测量和

记录水样浊度。 

1.2 受高盐度影响水站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湖库）等监测指标受潮汐影响的水站，采集退平潮

位的水样，测量和记录原水盐度。为保证采样安全，一般应根据潮汐变化，选择日间退潮时

间完成采样。 

1.3 受低水位影响水站 

1）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部的沉积物，不能混入漂浮于水面上的物质。 

2）若采样点位的河水比较浅，采水位置无桥梁和采样船无法到达，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选择涉水采样。采样者应站在下游，向上游方向采集水样。不具备涉水采样条件时，也可

采用岸边采样方式采集样品，用长把采水装置或容器在水深的 1/2 处采集水样，应对现场拍

照，进行记录。 

1.4 受藻类影响的河流湖库水站 

1）采样点位如有藻类大量聚集，应尽可能避开藻类对水质分析有影响的地方采集水样。

如无法避开藻类，要利用船只前进，在冲开藻类聚集的间隙采样，并对现场拍照，进行记录。 

2）将采样器中每次采集的水样，全部通过 63 μm 的过滤筛（网）过滤。  

1.5 冰冻断面 

1）在确保安全条件下，进行钻冰采样。 

2）水体封冻，采集冰下水深 0.5 m 处的水样，水深小于 0.5 m 时，在水深 1/2 处采样。 

3）破开冰面后，观察水体是否为活水，如有水涌出，需进行采样，否则不采样，但需

拍照并做好记录，按相关规定上报。 

4）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开展冰面钻孔，都应采取措施避免所采样品受钻冰影响而沾污，

从而影响样品代表性。 

5）采样时，如果环境温度过低，样品进入容器内即结冰，可不用样品荡洗。 

6）建议在采样前将固定剂提前加入到样品瓶中，防止水样倒入容器后因冻冰而无法加

入固定剂或无法与固定剂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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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雨季采样 

1）应注意避开初期雨水，等水质稳定以后再行采样。 

2）应注意遮雨，防止雨水进入采样容器。 

3）尽量避免因雨水冲刷而造成的沉积物搅动对水样的污染。 

4）注意避开水体漂浮物。 

2 沉砂池采样 

在站房内采水时，应在沉砂池采样。根据原水浊度，按照“6.2 采样技术要求”对水样进

行前处理。 

3 平行样采集 

现场平行样品采集时，应完全同步进行水样前处理、水样分装、添加固定剂、冷藏储存

等采样操作步骤。采集时，注意分样要均匀，可以采取每瓶各三分之一的灌装方式，也可以

使用分样工具，确保现场平行样品的均匀性。 

4 全程序空白样采集 

指按照与实际样品一致的程序进行测定的实验室用纯水。一致的程序是指采样现场灌装，

添加固定剂，冷藏运输以及所有的分析步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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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1 现场采样记录表 

站点名称： 采样日期： 

采样人： 记录人： 

采样时间 浊度/盐度 采样位置 样品类别 采集参数 样品编号 

 

 
采水口  

（原位）□ 

水样 

□ 总磷   

□ 高锰酸盐指数 

□ 氨氮   □ 总氮 
  

平行样 

□ 总磷   

□ 高锰酸盐指数 

□ 氨氮   □ 总氮 
  

 

 
沉砂池 □ 

水样 

□ 总磷   

□ 高锰酸盐指数 

□ 氨氮   □ 总氮 
  

平行样 

□ 总磷   

□ 高锰酸盐指数 

□ 氨氮   □ 总氮 
  

全程序空

白样 
/ / 

全程序空

白样 

□ 总磷   

□ 高锰酸盐指数 

□ 氨氮   □ 总氮 
  

备注 

 

 

 

 

 

 

 

 

注：原则上应在原位采样；原位不具备采集水样条件时，也可在站房内采集源水

进行补测（在备注中说清无法原位采样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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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采样/原位监测影像记录技术要求 

序号 监测步骤 
拍摄形

式 
拍摄内容 说明事项 报送要求 

1 破冰位置 照片 拍摄破冰位置近景和远景（所有破冰位置）各一张 
近景反映破冰动作；远景反映破冰位置

在规定采样点范围内 

存档备查/

上传平台 

2 破冰后情况 视频 破冰涌水情况 清晰反映出涌水速度及水体性状 

3 
现场监测仪

器现场核查 
照片 

拍摄 pH、溶解氧、电导率核查数值；数值出现异常情况须现

场校准，并拍摄现场校准数值 

显示仪器核查示值(要求环境背景能体

现是在采样现场)及校准液标签信息 

4 测量水温 照片 显示水样的水温数值 / 

5 测量 pH 照片 显示水样的 pH 数值 / 

6 
测量电导率/

盐度 
照片 显示水样的电导率数值（盐度） 

感潮河段、入海控制断面、高盐度湖泊

必测盐度 

7 测量溶解氧 照片 显示水样的溶解氧数值 / 

8 测量浊度 照片 显示水样的浊度数值 / 

9 水样采集 照片 
从采水器倒入静置桶（用滤网过滤时，须体现过滤前后水样情

况） 
/ 

10 
离心/过滤前

后对比 
照片 

需要离心时，以及藻类聚集水样经 63 μm 的过滤筛（网）过滤

时，用两个透明玻璃瓶（容积不少于 500 ml）分别装取离心/

过滤前、后的水样 

在一张照片内同时显示离心/过滤前后

采样瓶水体性状（背景为白底或自然光） 

11 总磷样品 照片 水体颜色、浑浊度等性状 拍摄背景为白底 

12 加固定剂 视频 
拍摄加固定剂的全过程，包括加入量、具体操作以及 pH 值验

证等 

需体现样品标签、固定剂标签和 pH 比

色情况，须分别在镜头前停顿 2 秒钟 

13 样品装箱 照片 显示冰排、温度计摆放位置 / 

14 
现场填写纸

质记录表 
照片 包括所有填写完整的纸质记录表 拍摄记录表格 

注：所有照片及视频应有水站名称、经纬度、时间水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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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H现场监测记录表 

站点名称  

分析方法名称及编号  

仪器名称及型
号  监测日期  

仪器编号  仪器精度  

仪器溯源方式  
仪器溯源 
有效期  

仪器核查 

缓冲溶液 1 
温度（℃） pH 值 仪器示值 

缓冲溶液 2 
温度（℃） pH 值 仪器示值 

      

监测结果 

监测位置 水温（℃） pH 值 

   

   

   

   

   

   

   

备注： 

分析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 
 

4 溶解氧测定原始记录表 

站点名称  

方法原理 □ 覆膜电极法 □ 荧光法 

仪器名称及型号  监测日期  

仪器编号  仪器精度  

仪器溯源方式  
仪器溯源 
有效期 

 

仪器校准 

校准日期: 校准结果: □ 通过 □ 不通过 

大气压（kpa） 
零点校准

仪器示值 

饱和溶解氧校准 

温度（℃） 饱和溶解氧浓度值 仪器示值 

     

监测结果 

监测位置 
大气压

（kpa） 
温度（℃） 溶解氧值 

    

    

    

    

备注： 

分析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 
 

5 高锰酸盐指数测定原始记录表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析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析方法名称 

及依据 
 

标  定 

标准溶液浓度 M（mol/L） 标定高锰酸钾溶液时，高锰酸钾溶液消耗量（ml） 
K 值 

 终读 始读 净用量 

标准溶液配制日期      

序号 样品编号 
取样 

体积（ml） 
稀释倍数 

稀释后取
样体积
（ml） 

高锰酸钾溶液消耗量（ml） 样品 

浓度
（mg/L） 终读 始读 净用量 

         

         

         

         

         

         

         

         

         

         

         

         

         

         

         

         

分析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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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锰酸盐指数（质控）测定原始记录表 

分析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精 

密 

度 

检 

查 

平行样 

样品编号 
 

平行样 

样品编号 
 

平行样 

样品编号 
 

样品浓度
（mg/L） 

  
样品浓度 

（ mg/L） 
  

样品浓度 

（ mg/L） 
  

均值
（mg/L） 

 
均值

（ mg/L） 
 

均值
（ mg/L） 

 

相对偏差
（%） 

 
相对偏差
（%） 

 
相对偏差
（%）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准 

确 

度 

检 

查 

质控样 

样品编号 

 

 

 

保证值
（mg/L） 

 

 

 

测定值
（mg/L） 

 

 

 

是否合格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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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光光度法测定（氨氮）原始记录表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析日期 年  月  日  时 

仪器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分析方法名称及编号  参比液  

仪器溯源方式  仪器溯源有效期  前处理方式  

测定波长（nm）  
显色时间
（min） 

 
比色皿厚度
（cm） 

 
显色温度
（℃） 

 

序号 样品编号 
取样 

体积
（ml） 

稀释 

倍数 

稀释后 

取样体积 

（ml） 

吸光度（A） 

减空白
后 

吸光度
（A） 

样品浓度 

（mg/L） 

        

        

        

        

        

        

        

        

        

        

        

        

        

        

回归
方程 

截距 斜率 相关系数  
绘制时

间 
 

回归
方式 

□浓度～吸光度（定容体积：     ml）          □绝对量～吸光度 

□体积～吸光度（标准使用液浓度：     mg/L ） 

计算公式：样品浓度（mg/L）=    m：根据校准曲线计算出的样品量（µg）；V：取样体积（ml） 

分析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a b r

V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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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光光度法（氨氮质控）测定原始记录表 

精

密

度

检

查 

平行样 

样品编号 
 

平行样 

样品编号 
 

平行样 

样品编号 
 

样品浓度 

（mg/L） 
  

样品浓度
（mg/L） 

  
样品浓度
（mg/L） 

  

均值（mg/L）  均值（mg/L）  均值（mg/L）  

相对偏差

（%） 
 相对偏差（%）  

相对偏差

（%）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准

确

度

检

查 

质控样 

样品编号 
 

加标回收样样品编

号 

 

 

保证值 

 （mg/L） 
 

标准溶液浓度 

（mg/L） 

 

 

加标量 

（mg/L） 

 

 

测定值 

 （mg/L） 
 

加标样测定值 

（mg/L） 

 

 

样品测定值 

（mg/L） 

 

 

回收率 

（%）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分析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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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光光度法（总磷）测定原始记录表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析日期 年  月  日  时 

仪器名称及型号  

分析方法名称及编号  

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  参比液  

仪器编号  仪器溯源有效期  仪器溯源方式  

测定波长（nm）  显色时间（min）  比色皿厚度（cm）  显色温度（℃）  

序号 样品编号 
取样体积 

V（ml） 
稀释倍数 

稀释后取样
体积（ml） 

吸光度 

（A） 

减空白后吸 

光度（A） 

样品浓度 

（mg/L） 

        

        

        

        

        

        

        

        

        

        

        

        

        

回归
方程 

截距            斜率            相关系数  绘制时间  

回归
方式 

□浓度～吸光度（定容体积：     ml）； 

□绝对量～吸光度；□体积～吸光度（标准使用液浓度：   mg/L） 

计算公式：样品浓度（mg/L）=     m：根据校准曲线计算出的样品量（µg）；V：样品的体积（ml）。 

分析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a b r

V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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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光光度法（总磷质控）测定原始记录表 

精

密

度

检

查 

平行样 

样品编号 
 

平行样 

样品编号 
 

平行样 

样品编号 
 

样品浓度
（mg/L） 

  
样品浓度
（mg/L） 

  
样品浓度
（mg/L） 

  

均值（mg/L）  均值（mg/L）  均值（mg/L）  

相对偏差

（%） 
 相对偏差（%）  

相对偏差

（%）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准

确

度

检

查 

质控样 

样品编号 
 

加标回收样样品 

编号 

 

 

保证值 

（mg/L） 
 

标准溶液浓度 

（mg/L） 

 

 

加标量 

（mL） 

 

 

测定值 

（mg/L） 
 

加标样测定值 

（mg/L） 

 

 

样品测定值 

（mg/L） 

 

 

回收率 

（%）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分析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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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分光光度法（氨氮 □     总磷 □）校准曲线原始记录表 

分析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析方法名称及编号  

测定波长 

（nm） 
 

比色皿厚
度 

（cm） 
 

参比液  仪器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分析项目  仪器溯源方式  
仪器溯源有效

期 
 

显色时间 

（min） 
 

显色温度 

（℃） 
 

标 

准 

曲 

线 

分析编号 空白         

标准溶液加入体积（ml）          

标准溶液加入量（µg）          

标准溶液浓度（μg/ml）          

吸光度（A）          

减空白后吸光度（A）          

回归方程 截距 a =                            斜率 b =                      相关系数 r =                       

回归方式 □浓度～吸光度（定容体积：     ml）；□绝对量～吸光度；□体积～吸光度（标准使用液浓度：μg/ml ） 

标液配制情况 

标液名称  标液浓度（mg/L）  配制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析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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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总氮测定原始记录表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析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析方法名称 

及编号 
 

仪器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参比液  仪器溯源有效期  
仪器溯源方

式 
 

测定波长 

（nm） 
 

显色时间 

（min） 
 

比色皿厚度
（cm） 

 
显色温度 

（℃） 
 

序号 
样品 

编号 

取样体
积 

V（ml） 

稀释
倍数

f 

稀释后取
样体积 V1

（ml） 

吸光度 

（A220） 

吸光度
（A275） 

A220-2

A275 

减空白后
吸光度（A） 

样品浓度 

（mg/L） 

          

          

          

          

          

          

          

          

          

          

          

回归 

方程 
截距         斜率          相关系数  

绘制
时间 

 

回归 

方式 

□浓度～吸光度（比色时定容体积：     ml）； 

□绝对量～吸光度；□体积～吸光度（标准使用液浓度： mg/L） 

计算公式：总氮（mg/L）= f
V

m
  m：从校准曲线上查得的含氮量（μg）；V：所取水样体积 

备注： 

 

分析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a 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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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总氮质控测定原始记录表 

精

密

度

检

查 

平行样 

样品编号 
 

平行样 

样品编号 
 

平行样 

样品编号 
 

样品浓度 

（mg/L） 
  

样品浓度
（mg/L） 

  
样品浓度
（mg/L） 

  

均值（mg/L）  均值（mg/L）  均值（mg/L）  

相对偏差（%）  相对偏差（%）  
相对偏差
（%）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准

确

度

检

查 

质控样样品编
号 

 
加标回收样 

样品编号 
 

保证值 

（mg/L） 
 

标准溶液浓度
（mg/L） 

 

加标量 

（ml） 
 

测定值 

（mg/L） 
 

加标样测定值
（mg/L） 

 

样品测定值 

（mg/L） 
 

回收率 

（%） 
 

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合格 □是    □否 

分析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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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总氮校准曲线原始记录表 

分析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析方法名称及编号  
测定波长 

（nm） 
 

比色皿厚度

（cm） 
 参比液  仪器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仪器溯源方式  
仪器溯源 

有效期 
 显色时间（min）  

显色温度 

（℃） 
 

 

标

准

曲

线 

 

分析编号 空白         

标准溶液加入体积（ml）          

标准溶液加入量（µg）          

标准溶液浓度（mg/L）          

吸光度（A220）          

吸光度（A275）          

A220- 2A275          

减空白后吸光度（A）          

回归方程 截距 a =                        斜率 b =                         相关系数 r = 

标液配制情况 

标液名称  标液浓度（mg/L）  配制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析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