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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中,如何规范土壤样品制

备 (样品风干、研磨过筛、样品分装等 )、土壤样品

保存和管理等程序,对已经取得的大量的调查数据

信息怎样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利用,实现对数据和相

关资料的快速查询,对确保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数

据有效性和成果可靠性,顺利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有重要意义
[ 1- 5]
。

1 土壤样品处理间管理

1. 1 环境要求

风干室朝南 (严防阳光直射土样 ) , 通风良好,

整洁, 无尘, 常温、保持干燥,无易挥发性化学物质。

1. 2 设备要求

制样工具:风干用白色搪瓷盘及木盘; 粗粉碎

用木锤、木滚、木棒、有机玻璃棒、有机玻璃板、硬质

木板、无色聚乙烯薄膜; 磨样用玛瑙研磨机 (球磨

机 )或玛瑙研钵、白色瓷研钵; 过筛用尼龙筛,规格

为 2目 ~ 100目尼龙筛等。

称样器具:台秤、木勺等。

保存器具:玻璃材质容器是常用的优质贮器,

聚乙烯塑料容器也属美国环保局推荐容器之一,聚

乙烯贮器性能良好、价格便宜且不易破损。保存样

品用 1 L广口磨口玻璃瓶 (样品质量 1 kg左右 ),

或具塞无色聚乙烯塑料瓶,规格视土样量而定。

1. 3 样品制备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调查技术规定,在风干室将

采集的土壤新鲜样品置于风干盘中, 摊成 2 cm ~

3 cm的薄层, 趁半干状态时, 先将土壤中混杂的砖

瓦、石决、石灰结核、根茎、动植物残体等除去, 适时

地压碎,翻动,置阴凉处使其慢慢自然风干。

经自然风干后,在磨样室将风干的样品倒在有

机玻璃板上,用木锤敲打,用木滚压碎, 拣出杂质,

混匀, 并用四分法取压碎样, 研磨至全部通过孔径

0. 25 mm ( 20目 )尼龙筛, 混合均匀。然后将过筛

样品反复按四分法弃取, 最后留下足够的数量充分

混匀,装瓶备用。按要求填写土壤样品保存标签,

基本信息与土壤样品采集标签保持一致,留存样品

瓶外贴一份标签。样品管理员负责制样过程的监

督和质量控制, 避免样品混淆,玷污情况发生。

土壤样品保存标签信息: 样品编号 (点位编

号 ),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采样地

点:   省   市   区 (县 )   街道 (镇 )   

路 (村 )   号 (名 ) ,采样地点经纬度, 样品质量,

样品粒径 (过筛目 ), 样品存放柜编号。

1. 4 样品交接

采样人员与样品管理员清点核实采集的新鲜

土壤样品, 并在采集样品交接单上双方签字确认。

交接单一式 4份, 由采样人员填写并保存 1份,样

品管理员保存 1份, 交分析人员 1份, 另 1份存

档
[ 6]
。制样者与样品管理员同时核实清点并交接

制备好的土壤样品, 在风干土壤样品交接单上双方

签字确认, 交接单一式 2份,样品管理员保存 1份,

1份存档。

1. 5 质控要求

所有样品自然风干, 均不得采用加热方式干燥

样品。制样过程中, 采样时的土壤标签与土壤始终

放在一起, 严禁错混。样品名称和编号始终不变,

严防样品的损失、混淆和沾污。制样工具每处理一

份样品后擦抹 (洗 )干净, 严防交叉污染。为确保

样品的均匀性和代表性,土样必须全部过筛, 充分

混匀后才能用四分法分取和称量样品。装瓶前注

意核对样品编号是否正确。

2 土壤样品库管理

2. 1 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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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干燥、通风、无阳光直射、无污染。

2. 2 设备要求

资料柜,存放土壤样品档案资料。样品柜, 保

存入库土壤样品。

2. 3 土壤样品入库

陈列规则:样品柜排列整齐,避免光线直射,注

意通风保洁;为了便于对样品的管理和迅速取放,

所有样品柜都统一进行编号。编号的方法为自库

门起, 从左到右编柜号,柜内格自上而下分层编号,

每一层土壤样品按照由内到外, 由左至右顺序排

列。土壤样品按照标签编号由小到大顺序排列,分

区分类摆放。

样品入库:样品管理员负责样品入库, 认真检

查样品质量,仔细清点核对, 做好土壤样品入库登

记,并按照样品陈列规则要求上架保存。样品上架

入库后贴好土壤样品存放标志,绘制样品陈列示意

图,做好标注。纸质文件一式两份,一份张贴在样

品管理员柜上,一份留存归档, 以便查询。

样品保存:留存的风干土样被贮存于洁净的玻

璃瓶内,在常温、阴凉、干燥、避阳光、密封 (石蜡涂

封 )条件下保存。

对易分解或易挥发等不稳定组分的样品要采

取低温保存的运输方法,并尽快送到实验室分析测

试。测试项目需要的新鲜土样,采集后用可密封的

聚乙烯或玻璃容器在 4! 以下避光保存, 样品要充

满容器,测定有机污染物用的土壤样品要选用玻璃

容器保存。分析取用后的剩余样品, 待测定全部完

成,数据报出后, 也移交样品库保存。

2. 4 土壤样品清理检查

样品保管员要定期清理样品,防止霉变、鼠害

及标签脱落,要经常检查, 发现虫、霉及时处理并做

好记录。库房要经常进行清扫、保持清洁无尘。

库房内要安置温湿度计,定期测记。应根据气

候及温、湿度情况,及时通风,或开、关去湿机, 将库

房温、湿度控制在标准范围内。库房内严禁吸烟、

严禁明火,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2. 5 土壤样品使用

样品保管员负责土壤样品的流转使用和保存

管理, 做好土壤样品使用登记。土壤样品领用人员

向样品保管员提交土壤样品领用申请,交由分管领

导签字,样品保管员签字后发放样品, 遵从用多少

领多少的原则, 严格控制数量和质量, 剩余留存样

品放回原位,土壤样品领用申请归档留存。

3 建立土壤样品档案

建立土壤样品档案, 一式两套, 一套存入样品

库资料柜保存, 便于现场查询;另一套送交档案室

归档,永久保存。

土壤样品档案包括: 土壤样品档案检索索引,

土壤调查实施方案,土壤样品采集的相关资料 (采

样现场记录﹑采样照片﹑ GPS轨迹图 ) ,样品分析

结果,采集样品交接单,风干土壤样品交接单,样品

陈列示意图,土壤样品清理检查及使用登记。

为了加强对土壤调查结果和相关资料的有效

管理,实现对相关信息的快速查询和检索, 以电子

文档为载体,建立土壤样品信息查询系统。

土壤样品信息查询系统共有 4个检索功能模

块。 ∀按区域检索。实现通过选定所需检索的点
位所属区域 (所属区县 )进行检索查询。 # 按时间

检索。实现通过选定所需检索的点位所属项目时

间进行检索查询。∃ 相关信息汇总。其他相关资

料的存放和查询。%用户信息。修改用户的密码,

用户的添加、修改和删除管理,用户登录身份验证,

保障系统信息安全。

土壤样品信息系统根据用户选择的点位区域、

项目时间可以实现单项查询和组合查询。检索结

果提供信息包括:现场采样记录表、采样现场照片、

采样 GPS轨迹记录、监测结果记录表。监测结果

记录表内容包括: 项目时间、点位区域、点位编码、

留存样品存放位置、存入时间、监测数据、备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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