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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长期观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归纳和总结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CERN）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站水环境野外长期观测的质量控制方法和规范。
分别从水环境长期观测和数据管理的各个环节人手，明确了水环境观测过程的质量管理描施，包括样
地的质量管理、野外现场观测的质量管理、野外采样的质量管理、室内分析的质量管理等；归纳了水
环境长期观测数据质量审核与评估的方法和技术。
《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长期观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还系统总结了野外生态环境长期监测的质量管
理体系基本框架和具体内容，以及相关的各类规章制度和质量文件等。
《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长期观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可供农业、林业、生态环境监测等行业部门、
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长期观测质量>>

书籍目录

第一篇质量管理体系 1 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观测质量管理体系 1.1 CERN质量管理体系 1.2陆地生态系
统水环境观测质量管理体系 2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观测质量管理的目的与任务 2.1水环境观测质量管理
目的 2.2水环境观测质量管理主要任务 3 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观测数据质量要素与评价指标 3.1水环境
观测质量目标 3.2质量要素与评价指标 第二篇数据产生过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4水环境观测场地管理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4.1场地管理的质量保证 4.2场地管理背景信息规范 4.3场地维护的质量控制措
施 5水环境观测采样过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5.1采样过程中的质量保证 5.2采样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措施 5.3样品管理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5.4监测点的设置 5.5 降水采样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5.6地
下水采样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5.7地表水采样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5.8特殊样品的采集 6水环境观测现场
观测过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6.1 水环境观测现场观测过程质量保证 6.2水环境观测现场观测过程
主要质量控制措施 6.3土壤含水量观测质量控制措施 6.4地下水位观测质量控制措施 6.5水面蒸发观测质
量控制措施 6.6地表径流观测质量控制措施 6.7森林冠层水循环指标观测质量控制措施 6.8沼泽湿地水深
观测质量控制 7水环境观测室内分析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7.1实验室分析基础条件 7.2实验室内部的
质量控制 7.3实验室外部的质量控制 7.4数据处理与报告的生成 8水质野外自动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措施 8.1水质自动监测 8.2监测站点、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8.3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8.4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 8.5系统维护与运行管理 9水环境观测数据录入过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9.1水环境观测数据录入
概述 9.2元数据设计 9.3 台站观测数据录入质控 9.4数据库规范化设计与管理 第三篇数据检验与评估 10
水文观测数据检验方法 10.1水文数据完整性检验 10.2水文数据准确性检验 10.3水文数据一致性检验 11
水质观测数据检验方法 11.1水质数据完整性检验 11.2水质数据正确性检验 11.3水质数据一致性检验 12
水环境观测数据质量评估 12.1 CERN数据质量评估现状与问题 12.2水环境观测数据质量评估方法 参考
文献 附录一引用标准 附录二水质监测相关标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长期观测质量>>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2.3采样设备和材料的防沾污 采样设备和材料防沾污应采取以下措施： （1）样器
、样品瓶等均须按规定的洗涤方法洗净，按规定容器分装测样； （2）现场作业前，应先进行保存试
验和抽查器皿的洁净度； （3）用于分装有机化合物的样品容器，洗涤后用Teflon（泰氟隆）或铝箔盖
内衬，防止污染水样； （4）采样人员手应保持清洁，采样时，不能用手、手套等接触样品瓶的内壁
和瓶盖； （5）样品瓶应防尘、防污、防烟雾和污垢，应置于清洁环境中； （6）过滤膜及其设备应保
持清洁，可用酸和其他洗涤剂清洗，并用洁净的铝箔包藏； （7）消毒过的瓶子应保持无菌状态直至
样品采集； （8）外界金属物质不能与酸和水样接触。
 5.3样品管理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采样人员必须经过采样技术、采样保存、处置和贮存方式的技术
培训，并且掌握样品的质量保证措施。
野外采样和样品分装坚持现场记录和电脑录入保存的两套记录数据，并由专人负责整理归档。
若样品编号过长，而所用标签不宜记录时，可以灵活对应编排标签编号，在记录中要对应记录下样品
编号和标签编号。
 5.3.1采样容器的选择 5.3.1.1容器的材料 选择样品容器时应考虑到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光分解等因素
，应尽量缩短样品的存放时间，减少对光、热的暴露时间等。
还应考虑容器适应温度急剧变化、抗破裂性、密封性能、体积、形状、质量、价格、清洗和重复使用
的可行性等。
 除了上述要求的物理特性外，选择采集和存放样品的容器，尤其是分析微量组分，应该遵循下述准则
： （1）制造容器的材料应对水样的污染降至最小，例如玻璃（尤其是软玻璃）溶出无机组分和从塑
料及合成橡胶溶出有机化合物及金属（增塑的乙烯瓶盖衬垫、氯丁橡胶盖）。
 （2）清洗和处理容器壁的性能，以便减少微量组分，例如重金属或放射性核素对容器表面的污染。
 （3）制造容器的材料在化学和生物方面具有惰性，使样品组分与容器之间的反应减到最低限度。
因待测物吸附在样品容器上也会引起误差。
尤其是测痕量金属，其他待测物（如洗涤剂、农药、磷酸盐）也可引起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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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丛书: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长期观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可供农业、林业、生态环境监测等行业部
门、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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