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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随着水利科技的不断进步，水质监测出现大量的新仪器新技术新方法，为保

证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公正性和可靠性，需要对出具数据的监测方法进行标准化

和规范化管理。 

近 5 年来，为满足行业发展需要，水利部国科司及水利学会陆续组织制定了

水质监测方法的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要求和规范，标准

制定单位只能参考其他行业的规范或导则，导致现行的水利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编制格式不统一、方法验证要求不一致，标准的规范性不能与其他行业相比，如

生态环境部有《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交通运输部有《公路

工程行业标准制修订管理导则》等。 

因此，制定适合水利行业特点的《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编制技术导则》，

不仅满足行业标准化的需求，同时也提高行业标准的规范性，为今后的行业执法

提供技术支撑。 

2020 年 3 月我单位于向中国水利学会提出申请，正式编制团体标准《水质

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编制技术导则》。中国水利学会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8

日，组织专家对标准开展了立项论证，专家组同意该标准立项。 

1.2 工作过程 

2019年 11月，我单位与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共同成立标准编制组。 

2019年 12月～2020年 1月，编制组根据水文水资源管理需求分析，调研了

国内外有关资料，结合水利系统近年来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编制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编制方案和技术路线，并完成了标准开题论证报告

和标准初稿的编写。 

2020年 3月 31 日～4月 8日，中国水利学会组织专家对标准开展了立项论

证，同意该标准立项。 

2020年 5月～6 月，编制组根据立项论证审查意见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修改，



形成了《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编制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1.3 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编制，标准主

要起草人为万晓红 李云鹏 彭文启 李昆 滕凡全 吴文强 高博 张悦 赵晓辉 宋

飞 李旭春 周怀东。 

2 标准编制原则 

为满足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编制工作的需要，标准编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1）方法应与水资源保护等有关标准相衔接； 

（2）方法的检出限和测定范围满足水文水资源管理要求； 

（3）方法准确可靠，满足各项方法特性指标的要求； 

（4）方法内容完整、表述准确、易于理解、便于实施； 

（5）方法稳定可靠，具有普遍适用性，易于推广使用。 

3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分析 

近5年来，为满足行业发展需要，水利系统多个单位及水利学会陆续组织制

定了水质监测方法的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要求和规范，

标准制定单位只能参考其他行业的规范或导则，导致现行的水利行业标准和团体

标准编制格式不统一、方法验证要求不一致，标准的规范性不能与其他行业相比，

急需制定适应于水利行业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编制的技术导则。 

生态环境部2004年发布《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2010

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2019年对其进行了第二次修订，规定了环境监测分析方法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要求、技术路线，以及标准文本及相关技术文件的技术要求。 

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海洋监测化学分析方法标准编写导则》，规定了海洋监

测化学分析方法标准的结构、编写要求、方法验证、验证报告的编写要求。 

农业部针对不同类别的标准制定不同的工作指南。例如，《农药残留检测方

法国家标准编制指南》（农业部公告2386 号）、《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成分检测定



性PCR 方法制定指南》（农业部2259 号公告-4-2015）、《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成

分检测实时荧光定量PCR 方法制定指南》（农业部2259 号公告-5-2015）等。 

水利部监测类标准一直按照国家《标准编写规则第4 部分：化学分析方法》

（GB/T20001.4）的规则起草，此外还发布了《水利标准编写规定》（SL1-2014），

主要规定水利技术标准编写总则、前引部分、正文部分、补充部分的主要内容，

层次结构、编写细则和条文说明等内容。编写细则主要规定了编排格式、图、表、

公式、数值、计量单位与符号、注、标点符号等格式，附录中给出了水利标准的

封面样式、条文说明样式、结构层次及编号实例、条文编排示例、标准字号和字

体等内容。但这些内容不足以满足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编制要求，如方法原

理、干扰的去除、方法验证等。 

上述可见，各部门在制定监测标准时遵循的术语、定义、方法等均有一定差

异，急需制定适应于水利行业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编制的技术导则，规范水质

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编制及验证工作，提高水质监测工作质量，确保水文水资源监

测机构所提供数据的有效性、公正性和可靠性。 

4 标准主要条文内容说明 

4.1 规定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基本要求、标准结构、标准文本、方

法验证、验证报告的编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编制及验证工作。 

4.2 规定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 3100～3102 量和单位 

GB/T 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 6379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7714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与判定 

GB/T 200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GB/T27417 合格评定化学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指南 

JJF 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4.3 规定了术语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测定上限、测定范围、精密度、重复

性、重复性限、再现性、再现性限、正确度、准确度、不确定度、实验室样品、

统一样品、校准、方法验证等的定义。 

4.4 规定了基本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方法标准编制的一般要求；规定了干扰消除、样品采集及保存、

样品制备及处理、分析测试条件等方法条件试验研究，检出限、测定下限、测定

范围、线性范围、精密度、正确度等方法特性指标确定方法，方法验证和验证报

告格式内容，以及标准文本和文本格式内容等具体要求。 

4.5 规定了标准结构 

本标准规定了 21 项水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结构要素，其中：封面、目次、

前言、标准名称、适用范围、方法原理、试剂和材料、仪器和设备、样品、分析

步骤、实验数据处理、精密度和正确度、质量保证和控制等 13 项为必备要素；

警示、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不确定度、废物处理、注意事项、附录和

参考文献等 8 项为可选要素。 

本标准给出了 1 个规范性附录和 2 个资料性附录。规范性附录为可选要素，

它给出标准正文的附加或补充条款；资料性附录为可选要素，它给出有助于理解

或使用标准的附加信息。 



4.6 规定了方法验证要求 

4.6.1 一般要求 

（1）方法标准草案应通过6家及以上通过资质认定或实验室认可、具备验证实

验条件和能力的实验室验证。 

（2）标准编制单位应编制方法验证方案，根据影响方法的精密度和正确度的

主要因素和数理统计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实验室、分析人员、仪器设备、分析时

间等内容，并根据各验证实验室的数据最终确定方法的特性指标。 

（3）方法验证的特性指标包括检出限、测定下限、精密度、正确度和质量保

证与质量控制要求等，特性指标确认的具体方法见附录 A。 

（4）使用有证标准物质/标准样品（或标样配制的样品）和实际样品进行方法

验证，实际样品应尽量覆盖方法标准的适用范围。 

（5）在方法验证前，参加验证的操作人员应熟悉和掌握方法原理、操作步骤

及流程，必要时应接受培训。方法验证过程中所用的试剂和材料、仪器和设备及

分析步骤应符合方法的相关要求。 

（6）标准编制单位及参加验证的操作人员应按照要求如实填写《方法验证报

告》中的“原始测试数据表”，并附上与该原始测试数据表内容相符的图谱或由

仪器产生的记录打印条等。 

（7）标准编制单位根据方法验证数据及统计、分析、评估结果，最终形成《方

法验证报告》。 

4.6.2 具体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检出限、精密度、正确度验证的具体做法，规定了质量保证与

质量控制的具体要求。 

4.7 规定了标准编制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标准文本必备要素内容的具体编制要求，即说明被分析对象的

检出限、测定下限和测定上限（必要时）或测定范围；叙述方法的基本原理、方

法特征及基本步骤；说明试剂的化学名称、分子式、浓度（含量）、密度、纯度

级别、是否含有结晶水等主要特性，以及实验材料的规格和性能；说明仪器和设



备的功能、主要性能指标和特殊要求，特殊情况下，还应提出计量检定、校准要

求；说明实验室样品、试样的制备方法，包括预处理方法及操作步骤，明确测试

前样品应满足的条件；按分析操作顺序列出分析过程中的所有实施步骤，一般包

括试样制备、仪器调试与校准、测定、空白试验等内容；说明测定结果的表示方

法或结果计算的方法，包括计算公式、量的单位、公式中使用量符号的含义及结

果表示到小数点后的位数或有效位数；说明实验室内和实验室间的方法精密度；

说明实验室内和实验室间的方法精密度；针对水质监测分析方法的特点，说明质

量保证和控制的措施和要求等。 

标准文本还给出了试剂和材料、仪器和设备、实验数据处理、精密度和正确

度等重要必备要素的示例，指导对标准文本内容编制的理解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