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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土壤样品制备、 保存、 流转和检测的方法及技术要求ꎮ
本规范适用于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规范必不可少的条款ꎮ 其中ꎬ 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ꎬ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ꎻ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 适用于本规范ꎮ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１ «土壤检测　 第 １ 部分: 土壤样品的采集、 处理和贮存»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ꎮ

3 1　 样品制备 sample preparation

实验室对土壤样品风干、 研磨、 分装等过程ꎮ

3 2　 样品流转 sample circulation

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按样品类型组批ꎬ 添加质控样品、 密码平行样品、 转码等ꎬ 并由承担样品制

备任务实验室发送至承担检测任务实验室的过程ꎮ

3 3　 样品组批 sample lot

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确定批次样品类型、 样品数量ꎬ 并加入密码平行样品和质控样品ꎬ 形成样品

批组的过程ꎮ

3 4　 留存样品 reserved sample for sample preparation laboratory

保存在承担样品制备任务实验室ꎬ 用于留样抽检不合格时再次复检等的样品ꎮ

3 5　 送检样品 sample submitted for testing

样品经粗磨制备后ꎬ 流转至承担检测任务实验室ꎬ 用于土壤理化性状检测的样品ꎬ 包括预留样

品、 检测样品ꎮ

3 6　 预留样品 reserved sample for testing laboratory

送检样品中ꎬ 承担检测任务的实验室分出部分样品ꎬ 用于留样抽检或异常值复检等ꎮ

3 7　 剩余样品 residual sample

承担检测任务的实验室完成样品检测后剩余样品ꎮ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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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样品制备

4 1　 基本要求

省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 “省级土壤普查办” ) 根据本区域土壤样

品采集数量情况ꎬ 统筹安排样品制备工作任务ꎬ 由本区域确定的承担样品制备和检测任务的实验室操

作实施ꎮ 有样品集中制备工作基础的省 (区、 市) 可通过样品制备中心等方式ꎬ 集中统一制备土壤

样品ꎮ 样品制备与检测应按照制检分离原则ꎬ 分别由不同单位承担ꎻ 只能由同一单位承担的ꎬ 省级土

壤普查办应加大质量监督检查力度ꎮ

4 2　 制定计划

省级土壤普查办负责制定样品制备计划ꎮ 应参考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１ 制定样品制备计划ꎬ 主要包括任

务安排、 制样场地、 人员配备、 制备流程、 制备时限、 样品流转、 质量控制等要求ꎮ
承担样品制备任务的实验室应制定年度样品制备实施方案ꎮ

4 3　 制备种类

土壤样品制备种类分为表层样品、 剖面样品和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ꎮ

4 4　 制样场地

包括风干室和样品制备室ꎮ
(１) 风干室应通风良好、 整洁、 温湿度适宜ꎬ 远离易挥发性化学物质、 避免阳光直射ꎬ 其面积

应与承接制样任务数量相匹配ꎬ 高湿地区根据需要安装除湿设施ꎮ 如受场所限制不能集中风干ꎬ 应确

保每个分散风干的场所均满足本规范要求ꎬ 并安排专人负责日常监督管理ꎮ
(２) 样品制备室应通风良好ꎬ 每个制样工位适当隔离ꎬ 避免交叉污染ꎻ 面积不少于 ８０ ｍ２ꎬ 室内

具备互联网络条件ꎬ 并安装在线全方位监控摄像头ꎬ 确保每个工位工作可以随时接受远程实时检查ꎮ
制样过程全程摄像并保存记录不少于 １ 年ꎮ

4 5　 粗磨制样工具

(１) 盛放用的木盘、 塑料盘、 有机玻璃盘、 晾土架等ꎮ
(２) 粉碎用的木锤、 木铲、 木棍ꎬ 有机玻璃板或硬质木板或无色聚乙烯薄板等ꎮ
(３) 孔径为 ２ ｍｍ 的尼龙筛ꎮ
(４) 用静电吸附去除植物残体的器具ꎬ 如有机玻璃棒、 丝绸、 静电除杂仪器等ꎮ
(５) 磨口玻璃瓶、 聚乙烯塑料瓶等样品分装容器ꎬ 规格根据样品量而定ꎬ 可采用不同规格的瓶

分装不同粒径的样品ꎮ 不得使用含有待测组分或对测试有干扰的材料制成的样品瓶或样品袋盛装

样品ꎮ
(６) 电子天平 (０ １ ｇ 或 ０ ０１ ｇ)、 原始记录表等ꎮ

4 6　 外业样品接收

外业调查队指定专人负责流转组批后的表层样品、 剖面样品和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至承担样品制

备任务的检测实验室ꎮ 实验室接收样品时ꎬ 要指定专人负责样品接收确认ꎬ 重点检查样品标签、 样品

状况、 样品重量、 样品数量、 样品包装情况等ꎬ 样品重量应满足风干后土壤样品库样品和粗磨后留存

样品、 送检样品等样品重量要求ꎬ 如发现破损、 重量不足、 样品信息不全等情况不予接收ꎬ 并及时报

告省级土壤普查办ꎮ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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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制备流程

4 7 1　 表层样品

4 7 1 1　 风干

在风干室将土样放置于盛样器皿中ꎬ 除去土壤中混杂的动植物残体等ꎬ 摊成 ２~３ ｃｍ 的薄层ꎬ 置

于阴凉处自然风干ꎬ 严禁暴晒或烘烤ꎮ 风干过程中ꎬ 应适时翻动ꎬ 用木锤敲碎 (或用两个木铲搓

碎) 土样ꎬ 进一步清理土壤中的动植物残体等杂物ꎮ 翻动过程要注意防止样品间交叉污染ꎮ 对于黏

性土壤ꎬ 在土壤样品半干时ꎬ 戴一次性丁腈或聚乙烯等无污染材质手套将大块土捏碎ꎬ 以免完全干后

结成硬块ꎮ 样品风干后混匀ꎬ 一部分按照国家级和省级土壤样品库留存量要求ꎬ 采用四分法分取后装

入容器中ꎬ 流转至土壤样品库保存ꎬ 剩余样品粗磨制成 ２ ｍｍ 样品ꎬ 数量要确保样品检测和质控等

需要ꎮ
4 7 1 2　 粗磨

将样品置于有机玻璃板 (或硬质木板或无色聚乙烯薄板) 上ꎬ 用木锤轻轻敲碎ꎬ 再用木棍或有

机玻璃棒进行再次压碎ꎬ 细小已断的植物须根采用静电吸附的方法清除ꎮ 将检测样品手工研磨后ꎬ 过

孔径 ２ ｍｍ 尼龙筛ꎬ 去除 ２ ｍｍ 以上的石砾ꎬ 大于 ２ ｍｍ 的土团要反复研磨、 过筛ꎬ 直至全部通过ꎮ 研

磨过程中不可随意遗弃样品ꎬ 应及时填写样品制备原始记录ꎬ 注意记录用于制备的风干样重量和过筛

后的样品重量ꎮ
4 7 1 3　 称重

土壤样品应记录风干、 粗磨过程中弃去的碎石和石砾等质量ꎬ 并计算质量百分数ꎮ
4 7 1 4　 分装

粗磨后样品充分混匀后进行分装ꎮ 每个表层样品的送检样品不少于 ８００ ｇꎬ 留存样品不少于

２００ ｇꎮ 如果送检样品含密码平行样ꎬ 则不少于 １ ６００ ｇꎮ
4 7 2　 剖面样品

参照表层样品风干步骤ꎬ 剖面样品风干后ꎬ 一部分样品按照国家级和省级土壤样品库留存量要

求ꎬ 采用四分法分取后装入容器中ꎬ 流转至土壤样品库保存ꎻ 剩余样品按照表层样品要求进行粗磨ꎬ
分层完成相关操作ꎮ

每层剖面样品的送检样品不少于 ８００ ｇꎬ 留存样品不少于 ２００ ｇꎮ 如果送检样品含密码平行样ꎬ 则

不少于 １ ６００ ｇꎮ
4 7 3　 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

将野外采集的土壤在湿润状态 (不粘手且容易剥开、 经接触不变形)ꎬ 沿自然结构轻轻剥成 １０ ~
１２ ｍｍ 直径的小土块ꎬ 弃去根系与植物残渣和杂物ꎮ 剥样时应沿土壤的自然结构而轻轻剥开ꎬ 避免样

品受机械压力而变形ꎮ 然后ꎬ 将样品按表层样品制备相关要求风干ꎬ 风干时应尽可能保持样品形态ꎬ
严禁压碎或搓碎样品ꎮ 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风干后ꎬ 送检样品不少于 １ １００ ｇꎬ 如果送检样品含密码

平行样ꎬ 则不少于 １ ６００ ｇꎮ
4 7 4　 注意事项

(１) 样品风干、 粗磨、 分装过程中ꎬ 样品编码必须始终保持一致ꎮ
(２) 制样所用工具每处理完一个样品后需清洁干净ꎬ 避免交叉污染ꎮ
(３) 定期检查样品标签ꎬ 严防样品标签模糊不清或脱落丢失ꎮ
(４) 样品制备时应现场填写土壤样品制备记录表 (参见附录 ２ 和附录 ３)ꎬ 相关制备信息上报土

壤普查工作平台ꎮ
(５) 样品制备过程每个环节均应充分混匀样品ꎬ 以保证每一份样品都具有代表性ꎮ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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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样品流转

5 1　 基本要求

省级土壤普查办负责组织样品流转工作ꎮ

5 2　 流转样品种类

5 2 1　 土壤样品库样品

流转至土壤样品库的样品ꎬ 用于长期保存ꎮ
5 2 2　 留存样品

保存在承担样品制备任务的实验室ꎬ 用于留样抽检不合格时的再次复检等ꎮ
5 2 3　 送检样品

流转至承担样品检测任务的检测实验室后ꎬ 由实验室分为预留样品和检测样品ꎮ 其中ꎬ 检测样品

用于相关指标检测ꎬ 预留样品用于留样抽检或异常值复检等ꎮ

5 3　 流转计划

省级土壤普查办对本区域内样品流转进行统筹ꎬ 组织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制定样品流转计划ꎮ 样品流

转计划应包括样品份数ꎬ 样品在实验室间流转的各个环节交接时间、 地点ꎬ 质控样品插入要求等内容ꎮ
在表层样品、 剖面样品流转前ꎬ 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负责加入密码平行样品和质控样品ꎬ 并进行

转码ꎮ 在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流转前ꎬ 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负责加入密码平行样品ꎬ 并进行转码ꎮ

5 4　 流转场地

承担制备任务的实验室应向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提供相对独立且配备相关设备设施场地ꎬ 用于样品转

码、 组批和流转等ꎮ 有条件的省级质控实验室也可自行设置专门场地用于样品转码、 组批和流转等ꎮ

5 5　 样品组批和装运

5 5 1　 样品组批

按照耕地园地表层样品、 耕地园地剖面样品、 林地草地表层样品、 林地草地剖面样品和水稳性大

团聚体样品ꎬ 分别组批ꎮ
5 5 2　 表层样品

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按表层样品批次加入密码平行样品和质控样品ꎮ 依据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要求ꎬ 原则上按照 ５０ 个样品组成一个批次ꎬ 样品不足 ４８ 个时ꎬ 按照实际

样品数量组批ꎮ 每个批次的密码平行样品和质控样品各不少于 １ 个ꎮ 由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按样品批

次随机插入密码平行样品和质控样品ꎬ 并做好批次样品转码和信息记录等ꎬ 土壤样品批次记录表

(参见附录 ４) 签字留存ꎮ
负责样品流转的实验室应指定专人ꎬ 负责在样品装运现场核对样品ꎬ 并在土壤样品装运记录表

(参见附录 ５) 签字ꎻ 重点检查样品数量、 样品标签、 样品重量、 样品包装容器、 样品目的地、 样品

应送达时限等ꎬ 如有破损、 撒漏或标签有缺项ꎬ 应及时补齐、 修正后方可装运ꎮ
5 5 3　 剖面样品

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按剖面样品批次加入密码平行样品和质控样品ꎮ 依据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要求ꎬ 原则上按照 １０ 个剖面样点的全部剖面发生层样品组成一个批次ꎻ
剖面样点量不足 １０ 个时ꎬ 按照实际样品数量组批ꎮ 每个批次的密码平行样品和质控样品各不少于 １
个ꎮ 其余要求同表层样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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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4　 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

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按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批次加入密码平行样品ꎮ 依据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要求ꎬ 原则上按照 ５０ 个样品组成一个批次ꎬ 样品不足 ４９ 个时ꎬ 按照实际

样品数量组批ꎮ 每个批次的密码平行样品不少于 １ 个ꎮ 其余要求同表层样品ꎮ

5 6　 样品交接

样品运输过程中应使用样品运输箱ꎬ 应填写土壤样品装运记录表 (参见附录 ５)ꎬ 并做好减震隔

离ꎬ 严防样品破损、 样品标签丢失或沾污ꎮ 应保证样品安全和及时送达ꎮ
样品流转至指定检测实验室后ꎬ 送样人和收样人同时清点核实样品ꎬ 利用手持终端扫码收样确

认、 记录交接信息ꎬ 打印交接记录表 (参见附录 １)ꎬ 双方签字并各自留存 １ 份ꎮ
如发现样品遗失ꎬ 应及时上报省级土壤普查办ꎬ 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开展样品重新采集或寄送等工作ꎮ

6　 样品保存

6 1　 基本要求

省级土壤普查办负责组织样品保存工作ꎮ 保存样品主要包括土壤样品库样品、 留存样品、 预留样

品和剩余样品ꎮ

6 2　 土壤样品库样品保存

土壤样品库需保证样品性质安全、 样品信息安全、 设备运行安全ꎬ 确保样品信息准确、 样品存取

位置准确、 人为操作准确ꎬ 做到工作流程便捷、 系统操作便捷、 信息交流便捷ꎮ 土壤样品库光照、 温

度、 湿度等应能满足土壤样品长期保存要求ꎮ 土壤样品库中样品不得擅自使用ꎮ 保存样品种类、 数量

和有关要求等ꎬ 具体按土壤样品库建设规范要求执行ꎮ
土壤样品库接收样品后ꎬ 应及时装入棕色玻璃样品瓶中ꎬ 做好密封处理ꎬ 填写样品信息生成标

签ꎬ 标签内容应至少包括样品编号、 采样时间、 采样地点、 经纬度、 海拔高度、 土壤类型、 采样深

度、 取样人等信息ꎬ 标签贴在玻璃瓶表面ꎬ 同时瓶内放置内标签ꎮ

6 3　 留存样品保存

承担样品制备任务的实验室负责留存样品保存ꎮ 实验室样品放于保存室集中造册保存ꎬ 保存时间不

少于 ２ 年ꎬ 并根据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要求再处理ꎮ 实验室保存样品须密封

存放ꎬ 室温保存 (或不高于 ３０ ℃)ꎬ 保持室内干燥ꎬ 避免日光、 潮湿、 高温和酸碱气体等的影响ꎮ

6 4　 预留样品保存

承担检测任务的实验室负责预留样品保存ꎮ 预留样品每份不少于 ４００ ｇꎮ 预留样品须移交本实验

室保存室造册保存ꎬ 保存时间不少于 ２ 年ꎮ 保存条件同留存样品要求ꎮ

6 5　 剩余样品保存

样品检测完成后ꎬ 承担检测任务的实验室须保存检测剩余样品ꎬ 保存时间不少于 １ 年ꎮ 保存条件

同留存样品要求ꎮ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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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样品检测

7 1　 基本要求

省级土壤普查办负责组织样品检测工作ꎮ 承担检测任务的实验室应在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的指导

下按照检测任务要求和本技术规范有关规定开展土壤样品检测工作ꎬ 按时报送检测结果ꎮ

7 2　 检测计划

省级土壤普查办负责对本区域内检测工作进行统筹ꎬ 制定样品检测计划ꎮ 样品检测计划应明确承

担单位、 样品细磨、 检测指标及方法、 结果上报等内容ꎮ 原则上ꎬ 土壤容重指标由县级土壤普查办负

责ꎬ 其他指标由承担检测实验室负责ꎮ 开展盐碱土普查省 (区、 市) 的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ꎬ 负责

参照本文件及相关标准做好剖面样点地下水与灌溉水样品相关指标检测及结果上报等ꎮ

7 3　 样品细磨

将通过 ２ ｍｍ 孔径筛的土样用多点取样法分取约 ２５ ｇ (根据检测指标确定)ꎬ 磨细ꎬ 使之全部通

过 ０ ２５ ｍｍ 孔径筛ꎬ 供有机质、 碳酸钙、 全氮、 游离铁等指标检测ꎮ
将通过 ２ ｍｍ 孔径筛的土样用多点取样法分取约 ２５ ｇ (根据检测指标确定)ꎬ 用玛瑙研钵或玛瑙

球磨机磨细ꎬ 使之全部通过 ０ １４９ ｍｍ 孔径筛ꎬ 供全磷等全量养分、 重金属等指标检测ꎮ
细磨过程中样品编码必须始终保持一致ꎻ 制样所用工具每处理完 １ 个样品后需清洁干净ꎬ 避免交

叉污染ꎮ 不同粒径的样品必须自通过 ２ ｍｍ 孔径筛的土样重新取样制备并全部过筛ꎬ 严禁套筛ꎮ 样品

制备时ꎬ 应现场填写土壤样品制备记录ꎮ

7 4　 检测指标及方法

7 4 1　 检测指标

耕地园地、 林地草地的表层样品和剖面样品检测指标见附录 ６ꎮ
7 4 2　 检测方法

各项指标检测方法见附录 ７ꎮ
7 4 3　 烘干基换算

烘干基结果换算需测定风干土样水分的含量ꎬ 每次检测称样量 ５ ００ ｇꎬ 做平行双样检测ꎮ

7 5　 结果上报

完成样品检测后ꎬ 检测员需及时填写原始记录ꎮ 原始记录以烘干基计ꎬ 并上报风干土样水分含

量ꎮ 原始记录经三级审核无误后ꎬ 及时填写检测结果电子数据填报记录表 (参见附录 ８)ꎬ 并上报至

土壤普查工作平台ꎮ

8　 质量控制

实验室应按照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要求ꎬ 严把样品制备、 样品保存、
样品流转等环节质量控制ꎬ 严格执行空白试验、 仪器设备定量校准、 精密度控制、 正确度控制、 异常

样品复检、 检测数据记录与审核等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ꎬ 配合做好现场监督检查、 检测能力

评价、 留样抽检、 飞行检查等外部质量监督检查ꎬ 确保土壤普查样品检测数据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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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规范性)

土壤样品检测指标表

　 　 土壤样品检测指标见附表 ６－１ 和附表 ６－２ꎮ

附表 ６－１　 土壤样品检测指标 (耕地园地)

序号 参数 剖面样 表层样 备注

１ 土壤容重 √ √ 县级土壤普查办负责

２ 机械组成 √ √ 剖面样品全部检测ꎬ 表层样品选择 ５０％检测

３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 √ √ 剖面样品的第一层样品检测ꎬ 表层样品选择 １０％检测

４ ｐＨ √ √

５ 可交换酸度 √ ｐＨ<６ ０ 的样品检测

６ 阳离子交换量 √ √

７

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量
(交 换 性 钙、 交 换 性
镁、 交换性钠、 交换性
钾、 盐基总量)

√ √

８

水溶性盐 (水溶性盐
总量、 电导率、 水溶性
钠离子、 钾离子、 钙离
子、 镁离子、 碳酸根、
碳酸氢根、 硫酸根、 氯
根)

√ √
全部样品检测水溶性盐总量和电 导 率ꎬ 当 水 溶 性 盐 总 量
<１ ０ ｇ / ｋｇ时ꎬ 不检测八大离子 (水溶性钠离子、 钾离子、 钙离
子、 镁离子、 碳酸根、 碳酸氢根、 硫酸根、 氯根)

９ 有机质 √ √

１０ 碳酸钙 √ ｐＨ>７ ０ 的样品检测

１１ 全氮 √ √

１２ 全磷 √ √

１３ 全钾 √ √

１４ 全硫 √

１５ 全硼 √

１６ 全硒 √ √

下列区域需要检测:
• 广西壮族自治区ꎻ
• 贵州省ꎻ
• 四川省: 达州市、 巴中市、 广元市、 宜宾市ꎻ
• 湖南省: 鼎城区、 新化县、 南县、 沅江市、 汉寿县、 澧县、

隆回县、 桃源县、 邵阳县、 洞口县、 武冈市、 耒阳市、 华容
县、 安乡县、 祁阳县、 新宁县、 祁东县、 慈利县、 溆浦县、
常宁市、 双峰县、 临澧县、 东安县、 石门县、 桃江县、 安化
县、 道县、 宁远县、 新邵县ꎻ

• 湖北省: 竹山县、 竹溪县、 巴东县、 建始县、 恩施市、 利川
市、 咸丰县、 宣恩县、 来凤县、 鹤峰县、 南漳县、 宜城市、
随县、 屈家岭、 钟祥市、 京山市、 沙洋县、 安陆市、 天门市、
潜江市、 仙桃市、 蔡甸区、 监利县、 洪湖市、 嘉鱼县、 武
穴市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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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参数 剖面样 表层样 备注

• 广东省: 蕉岭县、 平远县、 大埔县、 梅县区、 揭东区、 揭西
区、 普宁市、 惠来县、 龙门县、 博罗县、 惠东县、 东源县、
紫金县、 增城区、 从化区、 番禺区、 江门市、 中山市、 高要
区、 四会市、 雷州市、 徐闻县、 廉江市、 信宜市、 化州市、
高州市、 阳西县、 乐昌市、 乳源县ꎻ

• 重庆市: 江津区、 南川区、 城口县ꎻ
• 江西省: 萍乡市、 宜春市、 赣州市、 新余市、 铅山县、 玉山

县、 进贤县、 横峰县、 余干县、 万年县、 鄱阳县、 乐平市、
万安县、 安福县、 抚州市、 井冈山市

１７ 全铁 √

１８ 全锰 √

１９ 全铜 √

２０ 全锌 √

２１ 全钼 √

２２ 全铝 √

２３ 全硅 √

２４ 全钙 √

２５ 全镁 √

２６ 有效磷 √ √

２７ 速效钾 √ √

２８ 缓效钾 √ √

２９ 有效硫 √ √

３０ 有效硅 √ √ 水田样品检测

３１ 有效铁 √ √

３２ 有效锰 √ √

３３ 有效铜 √ √

３４ 有效锌 √ √

３５ 有效硼 √ √

３６ 有效钼 √ √

３７ 游离铁 √ 长江以南 (除青藏高原) 所有剖面样品检测ꎬ 长江以北 (含青
藏高原) 水田剖面样品检测

３８ 总汞 √ √

３９ 总砷 √ √

４０ 总铅 √ √

４１ 总镉 √ √

４２ 总铬 √ √

４３ 总镍 √ √

　 　 注: “√” 表示指标要检测ꎮ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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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６－２　 土壤样品检测指标 (林地草地)

序号 参数 剖面样 表层样 备注

１ 土壤容重 √ √ 县级土壤普查办负责

２ 机械组成 √ √ 剖面样品全部检测ꎬ 表层样品
选择 ５０％检测

３ ｐＨ √ √

４ 可交换酸度 √

５ 水解性酸度 √
ｐＨ<６ ０ 的样品检测

６ 阳离子交换量 √ √

７ 交换性盐基总量 √ √

８ 有机质 √ √

９ 全氮 √ √

１０ 全磷 √ √

１１ 全钾 √ √

１２ 全铁 √ ｐＨ<６ ０ 的样品检测

１３ 全硫 √

１４ 有效磷 √ √

１５ 速效钾 √ √

１６ 碳酸钙 √ ｐＨ>７ ０ 的样品检测

１７ 游离铁 √ 长江以南 (除青藏高原) 所
有剖面样品检测

　 　 注: “√” 表示指标要检测ꎮ

附录 7
(规范性)

样品指标检测方法表

　 　 土壤样品指标检测方法见附表 ７－１ꎮ

附表 ７－１　 土壤样品指标检测方法

指标 方法 标准或规范 备注

土壤容重 环刀法
«土壤检测　 第 ４ 部分: 土壤容重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４—２００６)

机械组成 吸管法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 (第二版)ꎬ ５ １ 吸管法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 筛分法
«土壤检测　 第 １９ 部分: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组
成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１９—２００８) (机械筛分
方式ꎬ 详见本规范培训教材)

ｐＨ 电位法
«土壤检测　 第 ２ 部分: 土壤 ｐＨ 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２—２００６)

可交换酸度
氯化钾交换—中和滴
定法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 (第二版)ꎬ １１ ２ 土壤交
换性酸的测定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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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方法 标准或规范 备注

阳离子交换量

乙酸铵交换法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 (第二版)ꎬ １２ ２ 乙酸铵
交换法

ｐＨ≤７ ５ 的样品

ＥＤＴＡ—乙酸铵盐交
换法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 (第二版)ꎬ １２ １ ＥＤＴＡ—
乙酸铵盐交换法

ｐＨ>７ ５ 的样品

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
量 (交换性钙、 交换
性镁、 交换性钠、 交
换性钾、 盐基总量)

乙酸铵交换法等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 (第二版)ꎬ １３ １ 酸性和
中性土壤交换性盐基组成的测定 (乙酸铵交换
法) (交换液中钾、 钠、 钙、 镁离子的测定增加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ꎬ 详见本规范培训教材)

ｐＨ≤７ ５ 的样品

氯化 铵—乙 醇 交 换
法等

«石灰性土壤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量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６１５—２００８) (交换液中钾、 钠、 钙、 镁
离子的测定增加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ꎬ 详见本规
范培训教材)

ｐＨ>７ ５ 的样品

水溶性盐 (水溶性
盐总量、 电导率、 水
溶性 钠 离 子、 钾 离
子、 钙 离 子、 镁 离
子、 碳酸根、 碳酸氢
根、 硫酸根、 氯根)

质量法等

«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分析» ( ＬＹ / Ｔ １２５１—
１９９９) (浸提液中钾、 钠、 钙、 镁离子的测定采
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ꎬ 硫酸根和氯根的测定增
加离子色谱法ꎬ 详见本规范培训教材)

有机质

重铬 酸 钾 氧 化—容
量法

«土壤检测 　 第 ６ 部分: 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６—２００６)

元素分析仪法
土壤中总碳和有机质的测定 　 元素分析仪法
(农业行业标准报批稿)

碳酸钙 气量法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 (第二版)ꎬ １５ １ 土壤碳
酸盐的测定

全氮 自动定氮仪法
«土壤检测　 第 ２４ 部分: 土壤全氮的测定　 自动
定氮仪法»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２４—２０１２)

全磷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森林土壤磷的测定» (ＬＹ / Ｔ １２３２—２０１５) (详
见本规范培训教材)

全钾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森林土壤钾的测定» (ＬＹ / Ｔ １２３４—２０１５)

全硫

硝酸镁氧化—硫酸钡
比浊法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 (第二版)ꎬ １６ ９ 全硫的
测定

燃烧红外光谱法 本规范培训教材

全硼

碱 熔—姜 黄 素—比
色法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 (第二版)ꎬ １８ １ 土壤全
硼的测定

碱熔—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法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 (第二版)ꎬ １８ １ 土壤全
硼的测定

全硒
酸消 解—氢 化 物 发
生—原子荧光光谱法

«土壤中全硒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０４—２００６)

全铁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固体废物　 ２２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ＨＪ ７８１—２０１６)

全锰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固体废物　 ２２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ＨＪ ７８１—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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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方法 标准或规范 备注

全铜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ＨＪ ７６６—２０１５)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固体废物　 ２２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ＨＪ ７８１—２０１６)

全锌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ＨＪ ７６６—２０１５)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固体废物　 ２２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ＨＪ ７８１—２０１６)

全钼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ＨＪ ７６６—２０１５)

全铝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固体废物　 ２２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ＨＪ ７８１—２０１６)

全硅
碱熔—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

«土壤和沉积物 １１ 种元素的测定 　 碱熔—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ＨＪ ９７４—２０１８)

全钙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固体废物　 ２２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ＨＪ ７８１—２０１６)

全镁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固体废物　 ２２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ＨＪ ７８１—２０１６)

有效磷

氟化铵—盐酸溶液浸
提—钼锑抗比色法

«土壤检测 　 第 ７ 部分: 土壤有效磷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７—２０１４) ｐＨ<６ ５ 的样品

碳酸氢钠浸提—钼锑
抗比色法

«土壤检测 　 第 ７ 部分: 土壤有效磷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７—２０１４) ｐＨ≥６ ５ 的样品

速效钾
乙酸铵浸提—火焰光
度法

«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测定» ( ＮＹ / Ｔ
８８９—２００４)

前处理统一为
２ ｍｍ 粒径样品

缓效钾
热硝酸浸提—火焰光
度法

«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测定» ( ＮＹ / Ｔ
８８９—２００４)

前处理统一为
２ ｍｍ 粒径样品

有效硫

磷酸盐—乙酸溶液浸
提—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法

«土壤检测 　 第 １４ 部分: 土壤有效硫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１４—２０２３) ｐＨ<７ ５ 的样品

氯化钙浸提—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土壤检测 　 第 １４ 部分: 土壤有效硫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１４—２０２３) ｐＨ≥７ ５ 的样品

有效硅
柠檬酸浸提—硅钼蓝
比色法

«土壤检测 　 第 １５ 部分: 土壤有效硅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１５—２００６)

有效铁

ＤＴＰＡ 浸提—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土壤有效态锌、 锰、 铁、 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
三胺五乙酸 ( ＤＴＰＡ) 浸提法» ( ＮＹ / Ｔ ８９０—
２００４)

ＤＴＰＡ 浸提—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土壤有效态锌、 锰、 铁、 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
三胺五乙酸 ( ＤＴＰＡ) 浸提法» ( ＮＹ / Ｔ ８９０—
２００４)

有效锰

ＤＴＰＡ 浸提—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土壤有效态锌、 锰、 铁、 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
三胺五乙酸 ( ＤＴＰＡ) 浸提法» ( ＮＹ / Ｔ ８９０—
２００４)

ＤＴＰＡ 浸提—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土壤有效态锌、 锰、 铁、 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
三胺五乙酸 ( ＤＴＰＡ) 浸提法» ( ＮＹ / Ｔ ８９０—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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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方法 标准或规范 备注

有效铜

ＤＴＰＡ 浸提—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土壤有效态锌、 锰、 铁、 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
三胺五乙酸 ( ＤＴＰＡ) 浸提法» ( ＮＹ / Ｔ ８９０—
２００４)

ＤＴＰＡ 浸提—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土壤有效态锌、 锰、 铁、 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
三胺五乙酸 ( ＤＴＰＡ) 浸提法» ( ＮＹ / Ｔ ８９０—
２００４)

有效锌

ＤＴＰＡ 浸提—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土壤有效态锌、 锰、 铁、 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
三胺五乙酸 ( ＤＴＰＡ) 浸提法» ( ＮＹ / Ｔ ８９０—
２００４)

ＤＴＰＡ 浸提—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

«土壤有效态锌、 锰、 铁、 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
三胺五乙酸 ( ＤＴＰＡ) 浸提法» ( ＮＹ / Ｔ ８９０—
２００４)

有效硼
沸水提取—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培训教材

有效钼
草酸—草酸铵浸提—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

«土壤检测 　 第 ９ 部分: 土壤有效钼的测定»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９—２０２３)

游离铁
连二亚硫酸钠—柠檬
酸钠—重 碳 酸 钠 浸
提—邻菲罗啉比色法

«土壤分析技术规范» (第二版)ꎬ １９ １ 游离铁
(Ｆｅｄ) 的测定 (ＤＣＢ 法)

总汞

原子荧光法
«土壤质量　 总汞、 总砷、 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
光法　 第 １ 部分: 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ＧＢ / Ｔ
２２１０５ １—２００８)

催化热解—冷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土壤和沉积物 　 总汞的测定 　 催化热解 /冷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ＨＪ ９２３—２０１７)

总砷 原子荧光法
«土壤质量 总汞、 总砷、 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
法　 第 ２ 部分: 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 ＧＢ / Ｔ
２２１０５ ２—２００８)

总铅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ＨＪ ７６６—２０１５)

总镉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ＨＪ ７６６—２０１５)

总铬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ＨＪ ７６６—２０１５)

总镍
酸消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ＨＪ ７６６—２０１５)

水解性酸度
乙酸钠水解—中和滴
定法

«森林土壤水解性总酸度的测定» (ＬＹ / Ｔ １２４１—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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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样品指标检测方法见附表 ７－２ꎮ

附表 ７－２　 盐碱地剖面样点地下水与灌溉水样品指标检测方法

指标 方法 标准或规范 备注

ｐＨ 电极法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ＧＢ ５０８４—２０２１)

水溶性盐总量 质量法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ＧＢ ５０８４—２０２１)
与附表 ７－１ 水溶性盐 浸提液水溶性盐
总量测定方法一致

电导率 电极法
与附表 ７－１ 水溶性盐 浸提液电导率测
定方法一致

盐分离子 (钠离子、
钾离子、 钙离子、 镁
离子、 碳酸根、 碳酸
氢根、 硫酸根、
氯根)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法等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ＧＢ ５０８４—２０２１)
与附表 ７－１ 水溶性盐 浸提液离子测定
方法一致ꎬ 钾、 钠、 钙、 镁离子的测定
采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ꎬ 硫酸根和氯
根的测定增加离子色谱法ꎬ 详见本规范
培训教材

水溶性盐总量≥ １ ０００ ｍｇ / Ｌ
的样品

附录 8
(资料性)

检测结果电子数据填报记录表

　 　 检测结果电子数据填报记录见附表 ８－１ 和附表 ８－２ꎮ

附表 ８－１　 检测结果电子数据填报记录 (式样)
(１) 土壤容重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土壤容重 /
(ｇ / ｃｍ３)

(２) 机械组成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机械组成 / ％

洗失量
０ ２~２ ｍｍ
颗粒含量

０ ０２~
０ ２ ｍｍ
颗粒含量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 ｍｍ
颗粒含量

０ ００２ ｍｍ
以下颗粒

含量
土壤
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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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水稳性大团聚体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各级水稳性大团聚体含量 / ％

>５ ｍｍ ３~５ ｍｍ ２~
３ ｍｍ

１~
２ ｍｍ

０ ５~
１ ｍｍ

０ ２５~
０ ５ ｍｍ

水稳性大
团聚体
总和

(４) ｐＨ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
室代
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ｐＨ

交换性酸度
水解性
酸度

交换性
酸总量 /

[ｃｍｏｌ (Ｈ＋＋
１ / ３Ａｌ３＋) / ｋｇ]

交换性 Ｈ＋ /
[ｃｍｏｌ (Ｈ＋)

/ ｋｇ]

交换性 Ａｌ３＋ /
[ｃｍｏｌ (１ / ３
Ａｌ３＋) / ｋｇ]

水解性
总酸度 /
[ｃｍｏｌ

(＋) / ｋｇ]

(５) 阳离子交换量和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量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实
验
室
代
码

样
品
编
号

接
样
日
期

报
告
日
期

阳离子交换量 交换性盐基总量 交换性钙

含量 /
[ｃｍｏｌ (＋) / ｋｇ]

检测
方法

含量 /
[ｃｍｏｌ (＋) / ｋｇ]

检测
方法

含量 /
[ｃｍｏｌ(１ / ２
Ｃａ２＋) / ｋｇ]

检测
方法

序
号

实
验
室
代
码

样
品
编
号

接
样
日
期

报
告
日
期

交换性镁 交换性钠 交换性钾

含量 /
[ｃｍｏｌ(１ / ２
Ｍｇ２＋) / ｋｇ]

检测
方法

含量 /
[ｃｍｏｌ (Ｎａ＋) / ｋｇ]

检测
方法

含量 /
[ｃｍｏｌ (Ｋ＋) / ｋｇ]

检测
方法

(６) 水溶性盐总量和电导率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水溶性盐总量 /
(ｇ / ｋｇ)

电导率 /
(ｍＳ /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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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水溶性盐分组成－１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
室代
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钠和钾离子 钙和镁离子 氯根

水溶性
Ｎａ＋含量 /
[ｃｍｏｌ

(Ｎａ＋) / ｋｇ]

水溶性
Ｋ＋含量 /
[ｃｍｏｌ

(Ｋ＋) / ｋｇ]

水溶性
Ｃａ２＋含量 /
[ｃｍｏｌ (１ / ２
Ｃａ２＋) / ｋｇ]

水溶性
Ｍｇ２＋含量 /
[ｃｍｏｌ (１ / ２
Ｍｇ２＋) / ｋｇ]

水溶性
Ｃｌ－含量 /
[ｃｍｏｌ

(Ｃｌ－) / ｋｇ]

检测
方法

(８) 水溶性盐分组成－２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
室代
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碳酸根和碳酸氢根 硫酸根

水溶性 ＣＯ２－
３ 含量 /

[ｃｍｏｌ (１ / ２
ＣＯ２－

３ ) / ｋｇ]

水溶性
ＨＣＯ－

３含量 /
[ｃｍｏｌ (ＨＣＯ－

３) / ｋｇ]

水溶性 ＳＯ２－
４ 含量 /

[ｃｍｏｌ (１ / ２
ＳＯ２－

４ ) / ｋｇ]

检测
方法

离子总量 /
(ｇ / ｋｇ)

(９) 全量成分－１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有机质

含量 /
(ｇ / ｋｇ) 检测方法

全氮 /
(ｇ / ｋｇ)

全磷 /
(ｇ / ｋｇ)

全钾 /
(ｇ / ｋｇ)

(１０) 全量成分－２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全硫

含量 /
(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全钙 / ％ 全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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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全量成分－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
室代
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全铁 / ％ 全锰 /
(ｍｇ / ｋｇ)

全铜 全锌 全硼

含量 /
(ｍ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含量 /
(ｍ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含量 /
(ｍ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１２) 全量成分－４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全钼 /
(ｍｇ / ｋｇ)

全硒 /
(ｍｇ / ｋｇ) 全铝 / ％ 全硅 / ％

(１３) 有效态成分－１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有效磷

含量 /
(ｍ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速效钾 /
(ｍｇ / ｋｇ)

缓效钾 /
(ｍｇ / ｋｇ)

有效硫

含量 /
(ｍ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有效硅 /
(ｍｇ / ｋｇ)

(１４) 有效态成分－２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
室代
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有效铁 有效锰 有效铜 有效锌

含量 /
(ｍ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含量 /
(ｍ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含量 /
(ｍ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含量 /
(ｍ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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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有效态成分－３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有效硼 /
(ｍｇ / ｋｇ)

有效钼 /
(ｍｇ / ｋｇ)

碳酸钙 /
(ｇ / ｋｇ)

游离铁 /
(ｇ / ｋｇ)

(１６) 土壤重金属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总汞

含量 /
(ｍｇ / ｋｇ)

检测
方法

总砷 /
(ｍｇ / ｋｇ)

总铅 /
(ｍｇ / ｋｇ)

总镉 /
(ｍｇ / ｋｇ)

总铬 /
(ｍｇ / ｋｇ)

总镍 /
(ｍｇ / ｋｇ)

附表 ８－２　 盐碱地剖面样点地下水与灌溉水样品指标检测结果电子数据填报记录 (式样)

(１) ｐＨ、 水溶性盐总量和电导率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ｐＨ 水溶性盐总量 /
(ｍｇ / Ｌ)

电导率 /
(ｍＳ / ｃｍ)

(２) 盐分离子组成记录－１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钠和钾离子 钙和镁离子 氯根

Ｎａ＋含量 /
[ｃｍｏｌ

(Ｎａ＋) / Ｌ]

Ｋ＋含量 /
[ｃｍｏｌ

(Ｋ＋) / Ｌ]

Ｃａ２＋含量 /
[ｃｍｏｌ (１ / ２
Ｃａ２＋) / Ｌ]

Ｍｇ２＋含量 /
[ｃｍｏｌ (１ / ２
Ｍｇ２＋) / Ｌ]

Ｃｌ－含量 /
[ｃｍｏｌ

(Ｃｌ－) / Ｌ]

检测
方法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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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盐分离子组成记录－２
检测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实验室
代码

样品
编号

接样
日期

报告
日期

碳酸根和碳酸氢根 硫酸根

ＣＯ２－
３ 含量 /

[ｃｍｏｌ (１ / ２
ＣＯ２－

３ ) / Ｌ]

ＨＣＯ－
３ 含量 /

[ｃｍｏｌ
(ＨＣＯ－

３) / Ｌ]

ＳＯ２－
４ 含量 /

[ｃｍｏｌ (１ / ２
ＳＯ２－

４ ) / Ｌ]

检测
方法

离子总量 /
(ｍｇ / Ｌ)

２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