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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环境保护技术验证评价联盟成员单位实施的环境保护技术验证评价工作，促进

环境保护技术的创新、示范和推广，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是一个技术指导性文件，用来指导参与验证评价各方在测试过程中，获得与本

规范要求相一致的完整、高质量、可靠、精确有用的数据。 

本规范规定了环境保护技术验证评价测试（以下简称：测试）程序及通用技术要求。 

本规范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起草，经环境保护技术验证评价联盟技术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审议通过，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的形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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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验证评价测试的内容和程序，测试报告的编写和审查，质量管理等技术

性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测试机构及人员从事环境保护技术验证评价测试的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4891 为估计批（或过程）平均质量选择样本量的方法 

GB 5080.2 设备可靠性试验 试验测试周期设计导则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 15618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GB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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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9.1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 1 部分；总则与定义 

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DL/T 986 湿法烟气脱硫工艺性能监测技术规范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3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516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229 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和考核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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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56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ISO/IEC 17020 各类检查机构运作的基本准则 
注：凡是本规范列明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相关术语、定义、缩略语参见《环境保护技术验证评价 通则》。 

4  测试技术要求 

4.1  测试方案的制订 

4.1.1  按照验证评价方案中确定的验证评价指标制订详细的测试方案，明确测试指标、测

试周期、采样频率、采样地点、样品保存和分析方法等，并纳入验证评价方案中。 

4.1.2  当经技术审核，已有数据不能完全满足验证评价要求时，应制订补充测试方案。 

4.2  测试周期的确定 

4.2.1  测试周期确定原则 

测试周期应根据以下原则，由验证评价机构、测试机构、验证评价专家组结合实际情

况确定： 

（1）应满足验证评价技术性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运营维护管理的稳定性和经济性，

以及操作难易程度的要求； 

（2）应反映被评价技术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例如：低温条件对某污水生物处理技术

运行稳定性影响较大，测试周期应至少涵盖 1 个月低温期； 

（3）应反映被评价技术对特征污染物的去除效果； 

（4）应反映污染物负荷周期变化和抗冲击能力，必要时，可考虑在极端条件下测试； 

（5）应反映工业行业生产周期特点，针对连续生产和间歇生产分别设定测试周期。其

中，对生产周期小于 2 天的行业或企业，测试周期不能少于 14 天； 

（6）在考虑科学合理采样频率的条件下，应满足数据评价最低样本数要求。 

4.2.2  测试周期推荐值 

4.2.3  常见技术类别测试周期的推荐值见表 1，其它技术类别可根据技术特点，按照 4.2.1

原则，参照表 1 确定： 

表 1 常见技术类别测试周期推荐值 

技术领域 技术类别 测试周期推荐值 主要考虑因素 

水污染防治技术 生物处理技术 
现场测试不少于 90 天（水

质、环境条件较稳定的实

环境温度变化、负荷波

动、生产周期、系统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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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测试不少于 60 天） 复能力 

物化处理技术 不少于 45 天 负荷变化、生产周期 

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电除尘技术 不少于 30 天 负荷变化、生产周期 

袋式除尘技术 不少于 90 天 
负荷变化、生产周期、

滤料性质 

脱硫、脱硝技术 不少于 30 天 负荷变化、生产周期 

VOCs 回收与治理技术 不少于 30 天 负荷变化、生产周期 

固废物处理处置与资

源化 

焚烧处理技术 不少于 30 天 负荷变化、生产周期 

固体废物生物处理资源化 不少于 90 天 
环境温度变化、物料与

负荷变化 

监测技术 
连续监测仪器 

不少于 30 天。当需进行现

场比对时，现场比对时间

不少于 60 天 

环境条件、污染物组分 

便携式现场监测仪器 不少于 15 天 环境条件、污染物组分 

环境材料技术 
生物药剂 

现场测试不少于 90 天(水

质、环境条件较稳定的实

验室测试不少于 60 天) 

环境温度变化、负荷波

动 

物化药剂与材料 不少于 15 天 负荷波动、生产周期 

 

4.2.4  测试周期的调整 

4.2.4.1  测试过程中，因负荷波动、设备故障等原因造成干扰测试或暂停测试的时间不应

超过测试周期的 30%。当不超过 30%时，应顺延测试时间，按验证评价方案完成测试工

作；当超过 30%时，应中止本次测试，并由验证评价各方协商提出应对方案。 

4.2.4.2  故障排除后，需要重新启动和调试的技术应在调整稳定后再进行测试，并顺延测

试时间。 

4.3  样本数 

4.3.1  一般规定 

4.3.1.1  样本数应符合有关数据质量的标准和要求。 

4.3.1.2  实际采集的样品数目可能大于这个标准，也可能小于这个标准，可根据验证评价

技术的运行稳定性、测试费用等因素进行调整。如在实际测试过程中不能满足最低样本数

要求，应在测试报告中做出解释，同时根据专家意见决定样本数是否可接受。 

4.3.2  样本数估算 

4.3.2.1  样本数的估算参照《为估计批（或过程）平均质量选择样本量的方法》（GB/T 

4891）执行。 

4.3.2.2  在测试中，当给定了测试的绝对误差限及标准差时，可以用下面公式估算测试所

需样本数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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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样本数，个； 

— 给定置信水平 的标准正态分布的分位点。对于给定置信水平，其值可

从正态分布数值表 GB/T 4086.1 查得； 

— 显著性水平，估算时一般取 0.05（即置信水平 取 0.95）； 

— 标准差； 

— 绝对误差限，为样本平均值与样本期望的绝对值。 

示例：对于某个指标，给定标准差 为 0.6，绝对误差限 为 0.2，置信水平 取

0.95，计算得测试所需样本数 约为 36 个。 

4.3.2.3  评价指标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且确定使用 GB/T 4889 中的统计方法进行评价时，有

效样本数应不少于 20。环境效果指标一般应为所需有效样本数的 120%。例如，当验证评

价所需的有效样本数为 20 时，测试的实际样本数应不小于 24。 

4.3.2.4  实际测试样本数应在估算得到的样本数基础上，综合考虑运行工艺稳定性情况、

测试费用、测试时间等因素确定，样本数应有足够的代表性，且环境效果指标的样本数需

要满足统计分析要求。 

4.4  采样频率与采样时间点 

4.4.1  采样频率、采样时间点应考虑生产周期、污染负荷变化、流量负荷变化、环境条件

变化等因素，并结合样本数的要求确定。 

4.4.2  采样频率、采样时间点的确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1）应考虑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连续生产，应反映日变化和周变化趋势；对于间歇

生产，采样频率应与生产周期一致，并反映小时变化趋势； 

（2）应考虑节假日、夜间、生产间隙，可适当减少采样频率； 

（3）在极端运行和环境条件下，应适当加大采样频率； 

（4）技术设施运行稳定时，可以适当减少采样频率；污染负荷或技术设施运行不稳定

时，应适当加大采样频率。 

4.5  样品采集与分析 

4.5.1  样品采集与保存 

应严格按照样品采集和保存的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执行： 

（1）废水样品采样和保存应按照 HJ 494、HJ 495 和 HJ 493 的相关规定执行； 

（2）废气样品采样和保存应按照 GB 16157 的相关规定执行； 

（3）固体样品采样和保存应按照 HJ/T 20 的相关规定执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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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样品采样和保存应按照 GB 15618 的相关规定执行等。 

4.5.2  检测方法 

4.5.2.1  检测方法的选择原则如下： 

（1）检测方法的选用应充分考虑目标污染物的相关排放标准规定、污染源的排放特

点、污染物浓度的高低、所采用检测方法的检出限和干扰等因素；  

（2）目标污染物相关的排放标准中有监测分析方法的规定时，应采用标准中规定的方

法；未规定检测方法的，应选用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的方法； 

（3）对于尚无检测方法标准的目标污染物，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或其他国

家的等效方法标准（如 EPA、JIS 等），但其检出限、准确度和精密度应能达到质控要求，并

在测试报告中列出标准文本； 

（4）当国内外无可用的标准检测方法时，可选用《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中国环

境科学出版社，第四版）、《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第四版）中

的方法。 

4.5.2.2  当指标无现行的方法进行测试时，可由测试机构开发测试方法并进行必要的方法

学验证，形成可操作的文件，并作为测试报告的附件。测试方法文件内容主要包括：适用

范围、监测点设置方法（如适用）、方法原理、试剂和材料、仪器和设备、样品结果计算及

表示、检出限、精密度和准确度等。 

5  测试程序 

测试程序一般包括测试准备、测试实施、测试数据处理与分析、编制测试报告等步

骤。测试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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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试工作程序 

5.1  测试准备 

5.1.1  测试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按验证评价方案对测试对象（技术依托设施或实验设施）进行必要的改造，安装

必要的计量设备，满足测试入场条件； 

（2）在测试对象现场准备好测试期间所需的消耗品，及技术设施的备品、备件； 

（3）按测试方案备齐试验器材、耗材、药剂等； 

（4）落实所有参与测试的人员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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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按照技术说明书和运营维护手册确定被评价技术的设施启动时间。若在规定启动时

间内设施未能稳定运行，可适当延长启动时间，最长不超过规定启动时间的 2 倍。若仍无

法稳定运行，应对验证评价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已实际运行的测试对象进行测试时，

不需要进行启动。 

5.1.3  评价委托方应对测试对象进行调试，使其达到技术设计正常工况条件，并满足测试

对测试指标、污染负荷、环境条件等测试条件要求。 

5.1.4  必要时，评价委托方应在测试调试前根据测试需要提供必要、充足的污染物特征及

负荷等资料。如对水污染处理技术应提供污染物浓度、温度、pH、处理水量、流速等信

息；对废气污染治理技术应提供污染物浓度、废气流量、废气压力、废气温度、水分含量

等信息，以便测试机构了解该项技术运行和污染物负荷条件。 

5.1.5  验证评价机构、测试机构、评价委托方等对测试对象（实验设施）的调试及测试现

场的准备工作进行核实并确认，满足测试通用规范和验证评价方案的要求后，方可开始测

试工作。，测试开始后不得更改测试技术的工艺或现场。 

5.2  测试实施 

5.2.1  测试机构按照本规范及验证评价方案开始测试，并做好测试过程中的各种记录。 

5.2.2  当测试需要使用测试对象现场的设备和仪器时，应提前进行检定和校准，以保证测

试结果的客观、可靠。 

5.2.3  当污染负荷波动超过正常测试条件时，应暂停测试，并详细记录负荷变化情况、原

因、持续时间等。 

5.2.4  测试过程中，当工艺或设备出现故障，应对故障持续时间、处理过程、发生原因、

恢复情况做详细记录。不能满足正常测试条件时，应暂停测试。 

5.2.5  测试过程中，因负荷波动、设备故障等原因造成干扰测试或暂停测试的时间，不应

超过测试周期的 30%。当不超过 30%时，应顺延测试时间，按验证评价方案完成测试工

作；当超过 30%时，应中止本次测试，并由验证评价各方协商提出应对方案。 

5.2.6  在测试过程中如需对验证评价方案进行重大调整（如测试对象更换调整、测试周期

更改等），测试机构应与验证评价机构、评价委托方协商确定，并经联盟秘书处审核同意后

方能进行调整。 

5.2.7  测试机构应定期对测试数据进行有效性审核，对于可疑数据应分析原因，必要时重

新测试。数据有效性审核参见表 2。 

表 2  数据有效性审核表 

序

号 
审核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 

是 否 

1 样品的采集操作、保存、运输、分析是否按规定进行？   

2 测试时是否监测和记录了运行条件和操作信息（如采样点、采样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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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按规定校准了测试仪器和设备？   

5 样品采集过程是否有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   

6 在样品分析中是否有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方面的考虑？   

7 样品处理和分析过程中是否进行了过程管理？   

11 8 测试数据是否有效？   

 

5.2.8  测试结束后，应对测试对象现场进行彻底清理，恢复到日常状态。同时应以不产生

二次污染为基本准则，对测试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进行妥善处理。 

5.3  测试数据处理与分析 

5.3.1  一般规定 

5.3.1.1  测试数据的处理按照 GB/T6379.1 进行。 

5.3.1.2  数据可以用图或表格形式表述，也可以用绝对量、相对量、最大值、最小值、范

围、均值来表述，但要做相应的说明。 

5.3.2  准确度与精密度 

5.3.2.1  准确度 

在对每批次样品进行分析时，需对一个已知浓度的标准样品或自配标准溶液进行同步

测定，若标准样品测试结果超出保证值范围，或自配标准溶液分析结果相对误差超出±

10%，应查找原因，予以纠正。 

5.3.2.2  精密度 

采用平行样测定结果判定分析的精密度时，每批次监测应采集不少于 10%的平行样，

样品数量少于 10 个时，至少做 1 个样品的平行样。若测定平行双样的相对偏差在允许范围

内，最终结果以双样测定值的平均值报出；若测试结果超出规定允许偏差的范围，在样品

允许保存期内，再加测一次，监测结果取相对偏差符合质控指标的两个监测值的平均值。

否则该次监测数据失控，应重测。 

5.3.3  数据处理 

5.3.3.1  可采用统计的方法来确定测量数据的均值、偏差等，对于异常值可按照 GB/T 

4883 处理。 

5.3.3.2  必要时，测试结果应根据有关规定调整到标准状态。 

5.3.3.3  常见的数据统计计算公式见附录 1。 

5.3.3.4  对于连续监测数据，需要跟标准方法做比对，如果满足准确度要求可采纳连续监

测数据；如果不满足准确度要求，则不能作为测试结果使用。 

5.4  编制测试报告 

5.4.1.1  测试完成后，测试机构应当按照本规范规定的格式和验证评价方案的要求编制测

试报告。测试报告提纲详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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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测试机构应对测试报告进行审查，由测试机构相关负责人签字并加盖计量认证专

用章和测试机构印章（或测试专用章）后，按照验证评价方案的要求提供正式报告原件。 

6  测试的质量管理 

6.1  一般规定 

6.1.1  测试机构已通过省级以上计量认证，并持续保持具备保障分析活动质量所需的组织

体系、质量保证体系、仪器设备、实验环境、人员、准确的量值传递和实验室管理制度。 

6.1.2  测试机构应按照 GB/T 2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和《环境保护技术验证评价 通则》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实

施。 

6.1.3  测试应符合 HJ 630《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导则》的要求。 

6.2  测试过程的质量管理 

6.2.1  测试过程应严格按照验证评价方案及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 

6.2.2  在测试过程中，所有设备的运行都必须在下列条件下进行操作： 

（1）所有设备的操作按照操作规程（技术手册）进行； 

（2）所有设备应按规定进行校准； 

（3）按照正确的维修步骤进行设备维修。 

6.2.3  在适合的时间间隔内应对所有过程变量进行监控，并以书面或电子格式(如 Excel)进

行记录。 

6.2.4  操作过程中出现与预期结果相反的结果时，操作条件和操作过程都应记录，并分析

其原因。 

6.2.5  测试过程质量管理的一般要求为： 

（1）制定项目采样、分析以及审查工作的时间表，并认真执行； 

（2）对于所有非标准的取样方法或测试方法，在使用前都应进行验证评价； 

（3）对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分析等过程都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程序； 

（4）送样单位将样品送到实验室时，实验室业务负责人或样品管理员应会同送样人员

按照有关规定，对样品的包装、容器、封口、送样单、分析项目、介质、保护方式、样品

量等进行逐项检查、核对、签字验收； 

（5）样品签收后，应进行登记、编号，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分析检测； 

（6）应按规定做好测试记录； 

（7）应明确所有仪器、设备的校准要求，包括校准的标准和校准的方法等。 

6.3  数据处理的质量管理 

6.3.1  原始数据的质量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现场采集数据时，测试人员应及时、准确地把数据填写在规定的记录表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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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应包括测试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及遇到的问题、数据的计算等； 

（2）测试人员现场采集数据后，应及时将原始数据记录表电子化并定期存档备份； 

（3）应根据测量仪器、方法的精确度、准确度及相关要求，确定数据的有效数字。 

6.3.2  数据处理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测试人员对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时，应确认使用的计量单位、计算公式； 

（2）数据计算时应遵循先修约、后计算的原则，数字的修约规则按 GB/T 8170 执行； 

（3）测量结果有效数字的位数不能低于方法检测限的有效数字的位数。 

6.3.3  数据判定的质量管理 

6.3.3.1  临界值、离群值的处理 

（1）遇到临界状态，应反复进行多次测试，确保是由于技术原因产生的临界状态，将

人为误差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应以测试平均值作为结果，同时标注测量不确定度； 

（2）可疑数值在未断定是异常值时，既不能用于平均计算，也不能任意舍去，应在数

据记录中标明； 

（3）试验中一旦发现明显的系统误差和过失误差，应随时剔除由此产生的数据。对疑

似离群数据，应进行统计检验。 

6.3.3.2  可疑值应按国家标准 GB 4883 中规定的方法判定。 

6.4  回避与保密要求 

6.4.1  当测试机构、验证评价机构、验证评价专家组等机构或人员与评价委托方存在利益

关系时，应主动回避。 

6.4.2  测试机构、验证评价机构、验证评价专家组、测试对象所有者或运营方等机构和人

员不得利用测试过程中获取的技术信息，从事与验证评价有利益关系的活动。 

6.4.3  验证评价机构、测试机构、验证评价专家组、测试对象所有者或运营方等机构和人

员应对整个测试过程中获取的技术和商业秘密保密。测试过程产生的数据、记录、报告等

结果和文件，未经联盟秘书处同意不得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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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常见的数据统计计算公式 

（1） 算术平均值： 

 

式中： —n 次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n—重复测定次数； 

—n 次测定中第 i 个测定值。 

（2） 中位数： 

    (n 为偶数时) 

              (n 为奇数时) 

（3） 范围偏差(R)，也称极差： 

R=最大数值—最小数值 

（4） 平均偏差( ̅)： 

 

式中： —某一测量值； 

—多次测量值的均值。 

（5） 相对平均偏差： 

 

（6） 标准偏差（s）： 

s =
∑ (  − )

− 1
 

（7） 相对标准偏差(RSD)： 

 

（8）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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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方差(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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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测试报告参考格式 

测试报告 

1 测试报告摘要 

2 测试项目简介 

介绍测试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技术自我声明、测试目标及内容、技术简介、评价

委托方简介、测试机构及人员基本情况、测试时间等。 

3 验证评价技术及测试对象（技术依托设施或实验设施） 

验证评价技术的情况：基本原理、适用范围、工艺流程、设计指标、污染物浓度变化

情况及负荷、环境绩效、技术所使用主要设备等； 

测试对象（技术依托设施或实验设施）的情况：基本情况、设备详述，操作条件，操

作参数及运行条件等； 

4 测试过程 

详细介绍以下内容： 

测试对象（技术依托设施或实验设施）的准备情况：改造情况、工艺启动和调试、计

量设备的安装情况等； 

数据采集与分析：采样(采样时间、采样点、采样方法、采样频率)；样品运输和保存

过程、样品分析情况(测定的指标、测试方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 

工艺运行情况：测试过程中的工艺运行情况，运行记录、故障及恢复记录(包括验证评

价技术设施故障及生产设备故障、可能影响测试指标的环境条件和负荷变化情况等)。 

5 测试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用常见的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对采样的有效性、准确度及精密度进行分析评

论，对所使用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步骤进行分析评论。对于非正常的操作和条件的记录

进行分析。 

6 测试结果 

根据验证评价方案，对于每一测试指标，通过文字、表格、图等对测试数据和结果进

行整理，并给出结果。 

附录：测试工作方案、数据记录、运行记录、测试方法（国外标准或非标准方法）、必

要的数据处理方法和过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