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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矿石和锡矿石化学成分分析能力验证结果评价和离群值原因

甘　露，罗代洪，吴淑琪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金属矿产的勘查、评价、开发与综合利用要求对不同矿石品位与精矿的完整系列品质进行评价检测和

仲裁测试。钨矿石和锡矿石作为金属矿的重要矿种，在客观上要求相关实验室应具备不同含量品级钨矿石

和锡矿石组分的检测能力。本文按照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ＣＮＣＡ）编号为 ＣＮＣＡ－１３－Ａ１４的钨矿石
和锡矿石化学成分分析能力验证计划的要求，对中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５８个实验室提供的８个元素（Ｗ、
Ｓｎ、Ｃｕ、Ｐｂ、Ｚｎ、Ｍｏ、Ｓｂ、Ｂｉ）的测定结果进行能力验证分析，采用稳健统计法，根据 Ｚ比分数判定参加实验室
的检测能力。根据Ｚ比分数≤２为满意结果的判定标准，５１个实验室全部结果的Ｚ比分数≤２，总体结果满
意率（各元素的Ｚ比分数均≤２的实验室占总实验室的比例）为 ８８％，出现可疑和离群结果的实验室占
１２％。总体上钨矿石和锡矿石中元素 Ｓｂ、Ｐｂ、Ｚｎ的满意率较高（其中锡矿石的 Ｚｎ测定结果全部满意），Ｗ、
Ｂｉ稍差；钨矿石各元素的检测水平差异小，整体结果好于锡矿石。钨矿石和锡矿石分析能力验证结果产生
离群值的原因，一方面是实验室的测试水平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实验室采用的检测方法分散，有化学分

析方法和仪器分析方法，化学分析方法检测步骤多，仪器分析方法方便快速，逐渐成为例行检测方法，两类方

法的影响因素都较多。本文提出，提高实验室的检测水平和检测能力，需要适当统一检测方法，提高方法掌

握的熟练程度，避免仪器状态对分析结果的影响，确保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关键词：钨矿石；锡矿石；分析实验室；能力验证；离群值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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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矿产的勘查、评价、开发与综合利用要求对
不同矿石品位与精矿的完整系列品质进行评价检测

和仲裁测试。钨矿石、锡矿石作为金属矿的重要矿

种，在客观上要求相关实验室应具备不同含量品级

钨矿石和锡矿石组分的检测能力。

实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ＣＮＣＡ－１３
－Ａ１４能力验证计划，是列入国家认监委２０１３年的
实验室能力验证计划Ａ类项目，旨在了解我国相关
实验室对钨矿石和锡矿石中钨、锡、铜、铅、锌、钼、

锑、铋等元素测定的整体水平和技术能力，提高该领

域检测数据的有效性和可比性，为国家相关部门对

该领域的实验室评估、资质认定和认可提供有效信

息。同时，本次能力验证计划也为参加实验室提供

了一个评估和证明其分析结果可靠性的机会，是参

加实验室相应技术能力的有效证明。它不仅可以作

为实验室认证、认可及管理机构判定实验室参加相

应技术能力比对验证的依据，而且可以作为实验室

通过外部措施对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补

充［１］。本文对参加ＣＮＣＡ－１３－Ａ１４能力验证计划
的全国５８个实验室的钨、锡矿石各元素的检测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总结该能力验证计划所有检测结果

及相关信息，并简要分析了产生各实验室能力验证

差异的主要因素。

１　能力验证计划设计和相关要求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ＣＮＣＡ）组织，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协调并
具体实施。

本次能力验证要求的检测项目是钨矿石、锡矿

石化学成分中的钨、锡、铜、铅、锌、钼、锑、铋元素，不

限制参加实验室对验证项目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的

使用，建议参加实验室选择日常检测方法，采样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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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方法要求在结果报告中注明。如：ＧＢ／Ｔ１４３５２—
２０１０《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ＧＢ／Ｔ
１５９２４—２０１０《锡矿石化学分析方法》、ＤＺＧ９３－０１～
ＤＺＧ９３－１２《岩石和矿石分析规程》、《岩石矿物分
析（第一分册）》和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分析室编著的

《矿石及有色金属分析手册》［２－３］等。实验室可根

据检测项目资质情况选择部分项目参加，报出相关

项目的检测结果。第一次检测结果离群或可疑的实

验室，可以进行一次补测，但需进行原因分析，整改

后上报给计划组织方，补测结果根据第一次总体统

计参数进行结果评价，并设标记以示区别，但不纳入

第一次总体统计参数。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报名参加钨矿石、锡矿石两

种矿石化学成分分析能力验证的实验室提供钨矿

石、锡矿石样品各１份；参加一种矿石化学成分分析
的实验室只发放其中相应的一个样品。样品发送前

统一进行均匀性、稳定性检验。采用单因子方差分

析法检验样品均匀性［４］，检验结果表明，钨矿石、锡

矿石样品各元素的 Ｆ值均小于临界值，能够满足本
次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的要求；样品稳定性采用

ｔ检验法检验［５］，检验结果表明钨、锡矿石样品在整

个计划实施过程中无显著性差异，具有足够稳定性。

２　稳健统计评价方法和判定标准
２．１　方法概述

稳健统计技术是使极端结果（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ｅｓｕｌｔｓ，是
指离群值以及与数据中别的量值极不一致的值）对

平均值估计值的影响减至最小的技术，该技术给予

极端结果较小的权，而不是将其从数据集合中剔除。

稳健统计技术与通常使用的经典统计方法相比不易

受到极端值的影响，在近年来能力验证统计方

法［６－９］中得到广泛的应用［１０－１７］。在稳健统计方法

中，使用中位值和标准四分位间距分别代替平均值

和标准偏差作为总体特性的估计，即对检测结果总

体参数的估计。

本次稳健统计技术的统计参数主要有：结果数

量（Ｎ），中位值（Ｍｅｄｉａｎ），标准四分位间距（Ｎｏｒｍ
ＩＱＲ，以下简称标准 ＩＱＲ），稳健变异系数（Ｒｏｂｕｓｔ
ＣＶ，以下简称稳健ＣＶ）［１］，最小值（Ｍｉｎｉｍｕｍ），最大
值（Ｍａｘｉｍｕｍ）和极差（Ｒａｎｇｅ）。其中中位值和Ｎｏｒｍ
ＩＱＲ是最主要的统计参数，它们表征数据的离散
程度。

２．２　稳健Ｚ比分数的判定标准
稳健Ｚ比分数是评价实验室能力的技术参数，

公式如下：

Ｚ＝Ｘ－中位值
标准ＩＱＲ

利用Ｚ比分数对参加实验室的能力进行判定，
判定的标准分为以下３种情况。

（１）│Ｚ│≤２，满意结果。
（２）２＜│Ｚ│＜３，有问题的结果（可疑值）。
（３）│Ｚ│≥３，不满意结果（离群值）。
在总结多次组织能力验证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基本形成了综合评价的思路，即在采用国际通用的

能力验证稳健统计参数 Ｚ比分数进行判定的同时，
也要考虑检测结果是否满足了被测目的物相应的应

用技术要求，其合理性在于兼顾了统计因素和技术

要求［１７］。

Ｚ比分数是以参加比对的实验室提交的分析数
据为依据得出的统计结果，它所反映的是实验室数

据之间的可比性，强调的是实验室间能力的比较，是

目前国际上进行实验室能力验证常用的统计方法。

但统计方法的结果有时与应用的要求并不完全一

致，例如当参加实验室提交的数据离散程度较低时，

就有可能出现个别实验室的数据从目的物的应用技

术要求角度评判是合格的，而依据 Ｚ比分数却被判
为不满意结果的情况；反之，当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大

时，又可能出现虽然某实验室数据从目的物的应用

技术要求角度评判是不合格的，但依据 Ｚ比分数却
被判为满意结果的情况。

当然，上述情形都是特例，一般来说，开展能力

验证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参加实验室的总体

水平，促进实验室提高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

３　钨矿石和锡矿石能力验证结果分析
报名参加本次能力验证计划共有５８个实验室。

其中，国土资源部要求必须参加的部矿产资源监督

检测中心３９个，自愿参加的实验室１９个。计划实
施参照ＣＮＡＳ的相关规定［１８］，按照 ＣＮＣＡ的具体要
求和程序进行。

３．１　初测参数分析
本次能力验证第一次测试向报名参加的５８个

实验室发放样品（钨矿石样品５７个，锡矿石样品５６
个），５８个实验室均在规定日期报送了检测结果，根
据实验室的报名情况，对检测结果进行单项元素结

果评价。统计参数详见表１和表２。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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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实验室钨矿石中各元素结果统计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ｏｒｅｓ

项目 Ｗ Ｓｎ Ｃｕ Ｐｂ Ｚｎ Ｍｏ Ｓｂ Ｂｉ

含量单位 １０－２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最大值 ２．８５ ３１５ ４６．２ １９０ １０８ ２１６ ５．３５ ６３２
最小值 ２．２４ ９２．４０２４．２ １１０ ７３．２ ６２．２ ０．７６ １０６
中位值 ２．５１ １７２ ３９．２ １６３ ９０．３ ９０．５ １．０６ １６２
变异系数 ２．０７ １３．３１６．０５ ９．３２ ５．４２ １５．３２３１．７５５．４９
极差 ０．６１２２２．６０ ２２ ８０ ３４．８ １５３．８４．５９ ５２６

标准化四分位距 ０．０５ ２２．９０２．３７ １５．２０４．８９ １３．８６０．３４ ８．９０

表 ２　实验室锡矿石中各元素结果统计参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ｉｎｅｏｒｅｓ

项目 Ｗ Ｓｎ Ｃｕ Ｐｂ Ｚｎ Ｍｏ Ｓｂ Ｂｉ

含量单位 １０－６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最大值 ３６９ １．３２ ０．３８ ０．１３ ３７４ ９０ ２０８ １５３
最小值 １９０ １．０９ ０．３１ ０．０９ ２８８ ０．５７ ４０．８ ７７．８
中位值 ２７２ １．２４ ０．３３ ０．１２ ３３１ ２．１９ １２４ ９７．２
变异系数 １４．８５４．１８ ４．０３ ４．１８ ６．４９ １７．６４１４．０５５．１９
极差 １７９ ０．２３ ０．０７ ０．０４ ８６ ８９．４３１６７．２７５．２

标准化四分位距 ４０．４０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１．５００．３９１７．４２５５．０４

由表１和表２数据可见，钨矿石和锡矿石中元
素Ｓｂ、Ｍｏ的变异系数较大，揭示了参加实验室测试
水平的差距较大；其次钨矿石中元素Ｓｎ和锡矿石中
元素Ｗ的变异系数分别为１３．３１％和１４．８５％，一
方面实验室测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另一方面是各

实验室采用的检测方法分散；其他元素的变异系数

相对偏小，表明各实验室对这些元素的检测水平

相当。

３．２　初测结果Ｚ比分数直方图比较
Ｚ比分数序列直方图可以对实验室的技术能力

进行直观比较。图１为钨矿石元素 Ｚｎ的 Ｚ比分数
序列直方图，每个实验室的 Ｚ比分数以直条的长度
表示，按大小顺序排列，旁边的数字代表该实验室的

代码，出现可疑和离群结果的实验室清晰可见，进而

可以比较各实验室对钨矿石元素 Ｚｎ分析结果的差
异，即除了代码３３、２２、２６、２９、４９、４４等实验室的结
果是可疑和离群，其他实验室为满意结果。

３．３　初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钨矿石、锡矿石各项目初测的检测能力统计结

果汇总见表３和表４。
由表３可见：钨矿石全部检测项目的满意率

（实验室Ｚ比分数平均值）为８３．７％～９６．２％，满意
率平均值达９０．４８％，表明参加实验室的钨矿石检
测能力较好。钨矿石８个检测项目的 Ｚ比分数满
意率顺序为：Ｍｏ＞Ｓｂ＞Ｐｂ＞Ｚｎ＞Ｂｉ＞Ｗ＞Ｃｕ＞Ｓｎ。

图 １　各实验室Ｚ比分数序列直方图
Ｆｉｇ．１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Ｚｓｃｏｒｅ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ｆｏ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表 ３　钨矿石各项目初测的评价结果汇总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ｆｏ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ｏｒｅｓ

检测

项目

上报结果

实验室数量

单项结果

评价
实验室数量

占全部实验室

的比例（％）

Ｗ ５６
｜Ｚ｜≤２ ４９ ８７．５
２＜｜Ｚ｜＜３ ５ ８．９
｜Ｚ｜≥３ ２ ３．６

Ｓｎ ４３
｜Ｚ｜≤２ ３６ ８３．７
２＜｜Ｚ｜＜３ ４ ９．３
｜Ｚ｜≥３ ３ ７．０

Ｃｕ ５３
｜Ｚ｜≤２ ４６ ８６．８
２＜｜Ｚ｜＜３ ５ ９．４
｜Ｚ｜≥３ ２ ３．８

Ｐｂ ５３
｜Ｚ｜≤２ ５０ ９４．３
２＜｜Ｚ｜＜３ １ １．９
｜Ｚ｜≥３ ２ ３．８

Ｚｎ ５３
｜Ｚ｜≤２ ４８ ９０．５
２＜｜Ｚ｜＜３ ３ ５．７
｜Ｚ｜≥３ ２ ３．８

Ｍｏ ５２
｜Ｚ｜≤２ ５０ ９６．２
２＜｜Ｚ｜＜３ １ １．９
｜Ｚ｜≥３ １ １．９

Ｓｂ ３９
｜Ｚ｜≤２ ３７ ９４．８
２＜｜Ｚ｜＜３ １ ２．６
｜Ｚ｜≥３ １ ２．６

Ｂｉ ５０
｜Ｚ｜≤２ ４５ ９０
２＜｜Ｚ｜＜３ ３ ６
｜Ｚ｜≥３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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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锡矿石各项目初测的评价结果汇总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ｆｏ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ｉｎｅｏｒｅｓ

检测

项目

上报结果

实验室数量

单项结果

评价
实验室数量

占全部实验室

的比例（％）

Ｗ ３５
｜Ｚ｜≤２ ３２ ９１．４
２＜｜Ｚ｜＜３ ３ ８．６
｜Ｚ｜≥３ ０ ０

Ｓｎ ５５
｜Ｚ｜≤２ ５２ ９４．５
２＜｜Ｚ｜＜３ ３ ５．５
｜Ｚ｜≥３ ０ ０

Ｃｕ ４０
｜Ｚ｜≤２ ３８ ９５．０
２＜｜Ｚ｜＜３ １ ２．５
｜Ｚ｜≥３ １ ２．５

Ｐｂ ４０
｜Ｚ｜≤２ ３９ ９７．５
２＜｜Ｚ｜＜３ ０ ０
｜Ｚ｜≥３ １ ２．５

Ｚｎ ４０
｜Ｚ｜≤２ ４０ １００
２＜｜Ｚ｜＜３ ０ ０
｜Ｚ｜≥３ ０ ０

Ｍｏ ３６
｜Ｚ｜≤２ ２７ ７５．０
２＜｜Ｚ｜＜３ ０ ０
｜Ｚ｜≥３ ９ ２５．０

Ｓｂ ３７
｜Ｚ｜≤２ ３５ ９４．６
２＜｜Ｚ｜＜３ ０ ０
｜Ｚ｜≥３ ２ ５．４

Ｂｉ ３６
｜Ｚ｜≤２ ３０ ８３．３
２＜｜Ｚ｜＜３ １ ２．８
｜Ｚ｜≥３ ５ １３．９

由表４可见：锡矿石８个检测项目的满意率平
均值尽管为９１．４１％，但满意率在７５．０％ ～１００％，
满意率范围较大，表明参加实验室对锡矿石８个常
规项目的测试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元素 Ｍｏ，｜Ｚ｜
≥３为２５．０％。锡矿石８个检测项目的Ｚ比分数满
意率顺序为：Ｚｎ＞Ｐｂ＞Ｃｕ＞Ｓｂ＞Ｓｎ＞Ｗ＞Ｂｉ＞Ｍｏ。

综合分析表明，钨矿石、锡矿石中元素 Ｓｂ、Ｐｂ、
Ｚｎ的满意率较高（其中锡矿石的 Ｚｎ测定结果全部
满意），Ｗ、Ｂｉ稍差；钨矿石的整体结果好于锡矿石。
３．４　补测结果统计分析

本次能力验证在第一次结果统计后，２１个实验
室参加补测。补测之后，全部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占

８８％，出现可疑和离群结果的实验室下降到７个，占
１２％，详见表５。

４　钨矿石和锡矿石离群值原因分析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为了能准确评价参加实验

室日常工作的实际能力，不限制参加实验室对分析

方法的使用，建议采用例行检测方法。参加实验室

采用的样品前处理方法及检测方法代码见表６。样

表 ５　补测后全部实验室结果统计（Ｎ＝５８）

Ｔａｂｌｅ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ｐａｔｃｈｔｅｓｔ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ａｂｏｒｔｏｒｙ（Ｎ＝５８）

结果综合评价 实验室代码 实验室数量 比例（％）

全部结果｜Ｚ｜≤２
（满意）

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
０７，０８，０９，１０，１１，１２，
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
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
２５，２８，２９，３１，３３，３４，
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４０，４２，
４３，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４８，
４９，５０，５１，５２，５４，５５，
５６，５７，５８

５１ ８８

无离群结果

但含有２＜｜Ｚ｜＜３
（可疑）

３０，５３ ２ ３．４

结果含有｜Ｚ｜≥３
（离群）

２６，２７，３２，３９，４１ ５ ８．６

表 ６　样品前处理和检测方法代码

Ｔａｂｌｅ６　Ｃｏｄｅｔａｂｌ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样品前处理代码 代码说明 分析方法代码 代码说明

ＰＰ 粉末压片 ＥＤＸＲＦ 能量色散Ｘ射线荧光光谱
ＦＤ 熔融制片 ＷＤＸＲＦ 波长色散Ｘ射线荧光光谱
ＡＤ 酸溶 ＩＣＰ－ＭＳ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ＦＭ 碱熔 ＩＣＰ－ＡＥＳ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ＦＭ＋ＡＤ 碱熔＋酸溶 ＦＬＡＡＳ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

ＡＤ＋ＦＭ 酸溶＋碱熔 ＥＴＡＡＳ 电热原子吸收光谱

ＡＦＳ 原子荧光光谱

ＧＦＡＡＳ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

ＣＯＬ 分光光度法

ＩＲＳ 红外分光光度法

ＵＶＳ 紫外分光光度法

ＩＮＡＡ 中子活化分析

ＧＲＡＶ 重量法

ＶＯＬ 容量法

ＧＲＡＶ＋ＶＯＬ 重量法＋容量法
ＥＡ 元素分析仪

ＩＳＥ 离子选择电极

ＰＯＬ 极谱法

品处理包括：粉末压片、熔融制片、酸溶、碱熔等。主

要的检测方法有：Ｘ射线荧光光谱、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原子吸收光

谱、原子荧光光谱、分光光度法、重量法、容量法、离

子选择电极、极谱法等。

各实验室各项目采用检测方法和评判结果汇总

见表７，检测方法的特点和有问题及不满意结果汇
总见表８。由表７和表８分析可见，钨矿石、锡矿石
分析能力验证结果产生离群值的原因，一方面是实

验室测试水平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实验室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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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参加实验室采用检测方法和评判结果汇总
Ｔａｂｌｅ７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ｕｎｇｓｔｅｎ

ａｎｄｔｉｎｅｏ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ａｌ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样品

类型
项目 主要分析方法 ｜Ｚ｜≤２２＜｜Ｚ｜＜３｜Ｚ｜≥３

主要方法中结果

有问题和不满意数

占该法总数的比例

钨
　
矿
　
石

Ｗ ＦＭＣＯＬ ３２ ５ １ １５．８％

Ｓｎ

ＡＤＡＦＳ ２
ＡＤＩＣＰＭＳ １
ＡＤＩＣＰＡＥＳ １
ＦＭＡＦＳ ５ １
ＦＭＣＯＬ ４
ＦＭＩＣＰＡＥＳ ６
ＦＭＩＣＰＭＳ ３ １
ＦＭＰＯＬ ８ ２ ２
ＦＭＵＶＳ １

ＦＭ＋ＡＤＰＯＬ １

方法较分散，

总体上占１６．２％

Ｃｕ
ＡＤＦＬＡＡＳ １８ １ １
ＡＤＩＣＰＡＥＳ １５ ３

１０％
１６．７％

Ｐｂ
ＡＤＦＬＡＡＳ ２０ １
ＡＤＩＣＰＡＥＳ １６ １ １

４．８％
１１．１％

Ｚｎ
ＡＤＦＬＡＡＳ １８ ２ １
ＡＤＩＣＰＡＥＳ １７ １

１４．３％
５．６％

Ｍｏ
ＡＤＩＣＰＡＥＳ １２
ＡＤＩＣＰＭＳ １１

０
０

Ｓｂ ＡＤＡＦＳ ３１ １ １ ６．１％
Ｂｉ ＡＤＡＦＳ ２３ １ １ ８％

锡
　
矿
　
石

Ｗ ＦＭＣＯＬ １２ ０
Ｓｎ ＦＭＶＯＬ ２１ ０

Ｃｕ
ＡＤＦＬＡＡＳ １２ ０
ＡＤＩＣＰＡＥＳ １４ １ ６．７％

Ｐｂ
ＡＤＦＬＡＡＳ １３ ０
ＡＤＩＣＰＡＥＳ １５ ０

Ｚｎ
ＡＤＦＬＡＡＳ １１ ０
ＡＤＩＣＰＡＥＳ １５ ０

Ｍｏ ＡＤＩＣＰＭＳ １３ ２ １３．３％
Ｓｂ ＡＤＡＦＳ ２８ １ ３．４％
Ｂｉ ＡＤＡＦＳ １８ １ ２ １４．３％

的检测方法较为分散，有仪器分析方法和化学分析

方法，化学分析方法检测步骤较多，仪器分析方法方

便快速，逐渐成为实验室的例行检测方法，两类方法

的影响因素都较多。尤其是钨矿石的元素 Ｓｎ，由于
含量低，准确检测其含量有一定难度，采用的检测方

法有碱熔极谱法（ＦＭ－ＰＯＬ）、碱熔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法（ＦＭ－ＩＣＰ－ＡＥＳ）、碱熔原子荧光光
谱法（ＦＭ－ＡＦＳ）、碱熔分光光度法（ＦＭ－ＣＯＬ）、碱
熔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ＦＭ－ＩＣＰ－ＭＳ）等，报
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占方法总数的１６．２％。其Ｚ
比分数满意率排最后，一方面实验室测试水平存在

一定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实验室采用的检测方法较

分散因此，保证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需要提

表 ８　参加实验室采用的检测方法特点和有问题和不满意
结果汇总

Ｔａｂｌｅ８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ｓｕｓｐｅｃｔｏｕｔｌｉ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ａｎｄｔｉｎｅｏｒｅ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ａｌ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样品

类型

分析

项目
方法特点、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

钨
　
矿
　
石

Ｗ
多数实验室采用ＦＭ－ＣＯＬ法，次多采用 ＦＭ－ＵＶＳ法。ＦＭ－
ＣＯＬ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分别占该法报出结果总数的
１３．２％、２．６％

Ｓｎ
检测方法较分散，主要有 ＦＭ－ＰＯＬ、ＦＭ－ＩＣＰ－ＡＥＳ、ＦＭ－
ＡＦＳ、ＦＭ－ＣＯＬ、ＦＭ－ＩＣＰ－ＭＳ等。这些方法总体上报出有问
题和不满意结果占该法报出结果总数的１６．２％

Ｃｕ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ＦＬＡＡＳ和ＡＤ－ＩＣＰ－ＡＥＳ法，少数实验
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ＭＳ和ＡＤ－ＥＴＡＡＳ法。ＡＤ－ＦＬＡＡＳ和ＡＤ
－ＩＣＰ－ＡＥＳ两种方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分别占该法报
出结果总数的１０％、１６．７％

Ｐｂ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ＦＬＡＡＳ和ＡＤ－ＩＣＰ－ＡＥＳ法，少数实验
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ＭＳ和ＡＤ－ＥＴＡＡＳ法。ＡＤ－ＦＬＡＡＳ和ＡＤ
－ＩＣＰ－ＡＥＳ两种方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分别占该法报
出结果总数的４．８％、１１．１％

Ｚｎ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ＦＬＡＡＳ和ＡＤ－ＩＣＰ－ＡＥＳ法，少数实验
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ＭＳ和 ＡＤ－ＥＴＡＡＳ法。ＡＤ－ＦＬＡＡＳ法和
ＡＤ－ＩＣＰ－ＡＥＳ法两种方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分别占
该法报出结果总数的１４．３％、５．６％

Ｍｏ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ＡＥＳ和ＡＤ－ＩＣＰ－ＭＳ法，少数实
验室采用ＦＭ－ＵＶＳ和ＦＭ－ＰＯＬ法。ＡＤ－ＩＣＰ－ＡＥＳ和ＡＤ－
ＩＣＰ－ＭＳ两种方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数均是０

Ｓｂ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ＡＦＳ法，少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ＭＳ
法。ＡＤ－ＡＦＳ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占该法报出结果总
数的６．１％

Ｂｉ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ＡＦＳ法，少数实验室采用 ＡＤ－ＦＬＡＡＳ
和ＡＤ－ＩＣＰ－ＭＳ法。ＡＤ－ＡＦＳ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
占该法报出结果总数的８％

锡
　
矿
　
石

Ｗ
多数实验室采用ＦＭ－ＣＯＬ法，次多采用ＦＭ－ＩＣＰ－ＭＳ、ＦＭ－
ＰＯＬ、ＡＤ－ＩＣＰ－ＡＥＳ、ＦＭ－ＩＣＰ－ＡＥＳ、ＦＭ－ＵＶＳ法。ＦＭ－
ＣＯＬ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数是０

Ｓｎ
多数实验室采用 ＦＭ－ＶＯＬ法，次多采用 ＦＭ－ＰＯＬ、ＦＭ－ＩＣＰ
－ＡＥＳ法。ＦＭ－ＶＯＬ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数是０

Ｃｕ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ＡＥＳ和ＡＤ－ＦＬＡＡＳ法，少数实验
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ＭＳ法。ＡＤ－ＩＣＰ－ＡＥＳ和 ＡＤ－ＦＬＡＡＳ两
种方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分别占该法报出结果总数的

６．７％、０

Ｐｂ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ＡＥＳ和ＡＤ－ＦＬＡＡＳ法，少数实验
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ＭＳ法。ＡＤ－ＩＣＰ－ＡＥＳ和 ＡＤ－ＦＬＡＡＳ两
种方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数均是０

Ｚｎ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ＡＥＳ和ＡＤ－ＦＬＡＡＳ法，少数实验
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ＭＳ法。ＡＤ－ＩＣＰ－ＡＥＳ和 ＡＤ－ＦＬＡＡＳ两
种方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数均是０

Ｍｏ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ＭＳ法，少数实验室采用ＦＭ－ＩＣＰ－
ＭＳ、ＦＭ－ＰＯＬ、ＡＤ－ＩＣＰ－ＡＥＳ、ＦＭ－ＵＶＳ法。ＡＤ－ＩＣＰ－ＭＳ法
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占该法报出结果总数的１３．３％

Ｓｂ
多数实验室采用 ＡＤ－ＡＦＳ法，少数实验室采用 ＡＤ－ＩＣＰ－
ＭＳ、ＡＤ－ＩＣＰ－ＡＥＳ法。ＡＤ－ＡＦＳ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
果占该法报出结果总数的３．４％

Ｂｉ
多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ＡＦＳ法，少数实验室采用ＡＤ－ＩＣＰ－ＭＳ
和ＡＤ－ＦＬＡＡＳ法。ＡＤ－ＡＦＳ法报出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占
该法报出结果总数的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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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实验室自身的检测水平和检测能力，还要适当统

一检测方法，有利于更为准确、有效地评价实验室的

能力验证结果。

５　结语　
ＣＮＣＡ－１３－Ａ１４能力验证选题满足国家对能

源、资源需求急剧增加的需要、方案设计合理，参加

实验室范围广，检测项目多，且严格按照能力验证计

划［１９］的要求运作，有效地评价了参加实验室钨矿石

和锡矿石中钨、锡、铜、铅、锌、钼、锑、铋等元素的技

术水平和能力。通过开展钨矿石和锡矿石能力验证

计划，可以确定参加实验室采用的绝大部分检测方

法是成熟可靠的，出现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主要是

由于方法选择和方法掌握的熟练程度、仪器状态及

相关因素所致。因此，定期组织能力验证，有利于提

高检测水平和检测能力，保证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

准确性。

６　参考文献
［１］　甘露，王苏明，吴晓军．砂质土壤组分检测能力验证结

果分析［Ｊ］．岩矿测试，２００７，２６（５）：６５－６８．
ＧａｎＬ，ＷａｎｇＳＭ，ＷｕＸ Ｊ．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ｎｄｙＳｏｉｌ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７，
２６（５）：６５－６８．

［２］　岩石矿物分析编委会编著．岩石矿物分析（第四版 第
一分册）［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１１．
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
Ⅰ）［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１．

［３］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分析室编著．矿石及有色金属分析
手册［Ｍ］．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ＩｒｏｎＯｒｅａｎｄＮｏｎ
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４］　ＣＮＡＳＧＬ０３：２００６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和稳定性评
价指南［Ｓ］．
ＣＮＡＳＧＬ ０３：２００６，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Ｓ］．

［５］　王承忠．实验室间比对的能力验证及稳健统计技术
（第五讲）稳健统计技术（一）［Ｊ］．理化检验（物理分
册），２００４，４０（１１）：５８９－５９３．
ＷａｎｇＣＺ．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ｂｙＩｎｔｅ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Ｌ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５：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１）［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ｒ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２００４，４０（１１）：５８９－５９３．

［６］　王承忠．实验室间比对的能力验证及稳健统计技术
（第四讲）能力验证试样的均匀性和稳定性检验［Ｊ］．
理化检验（物理分册），２００４，４０（１０）：５３３－５３８．
ＷａｎｇＣＺ．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ｂｙＩｎｔｅ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Ｌ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４：Ｔｈｅ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ｒ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２００４，
４０（１０）：５３３－５３８．

［７］　ＣＮＡＳ－ＧＬ０２：２００６能力验证结果的统计处理和能力
评价指南［Ｓ］．
ＣＮＡＳＧＬ ０２：２００６，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Ｓ］．

［８］　王承忠．实验室间比对的能力验证及稳健统计技术
（第六讲）稳健统计技术（二）［Ｊ］．理化检验（物理分
册），２００４，４０（１２）：６４１－６４４．
ＷａｎｇＣＺ．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ｂｙＩｎｔｅ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Ｌ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６：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２）［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ｒ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２００４，４０（１２）：６４１－６４４．

［９］　王承忠．实验室间比对的能力验证及稳健统计技术
（第七讲）稳健统计技术（三）［Ｊ］．理化检验（物理分
册），２００５，４１（１）：４８－５１．
ＷａｎｇＣＺ．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ｂｙＩｎｔｅ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Ｌ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７：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３）［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ｒ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２００５，４１（１）：４８－５１．

［１０］　刘俊保，汤妍雯，李淑萍，等．丁基橡胶门尼粘度实验
室间比对结果分析［Ｊ］．当代化工，２０１３，４２（６）：７２０
－７２４．
ＬｉｕＪＢ，ＴａｎｇＹＷ，ＬｉＳＰ，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ｏｆＢｕｔｙｌＲｕｂｂｅｒＭｏｏｎｅｙ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４２（６）：７２０－７２４．

［１１］　李淑萍，张元寿，豆怀鹏，等．乙丙橡胶门尼粘度实验
室间比对结果分析［Ｊ］．化学工程师，２０１３（４）：２２－２５．
ＬｉＳＰ，ＺｈａｎｇＹＳ，ＤｏｕＨＰ，ｅ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ＲｕｂｂｅｒＭｏｏｎｅｙ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２０１３（４）：２２－２５．

［１２］　曹帅英，魏玉丽，汤妍雯，等．苯乙烯 －丁二烯橡胶
（ＳＢＲ）１５０２实验室间数据比对结果分析［Ｊ］．当代化
工，２０１３，４２（３）：２６８－２７１．

—６１１—

第１期 　岩　矿　测　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ｋｃｓ．ａｃ．ｃｎ

２０１５年



ＣａｏＳＹ，ＷｅｉＹＬ，ＴａｎｇＹＷ，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ｏｆＳｔｙｒｅｎｅＢｕｔａｄｉｅｎｅＲｕｂｂｅｒ
（ＳＢＲ）１５０２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４２（３）：２６８－２７１．

［１３］　刘俊保，笪敏峰，吴毅，等．合成橡胶生胶门尼粘度比对
结果对比分析［Ｊ］．当代化工，２０１２，４１（６）：５６２－５６５．
ＬｉｕＪＢ，ＤａＭＦ，ＷｕＹ，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ｏｎｅｙ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ｏｆＲａｗ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ｕｂｂｅｒ［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２，４１（６）：５６２－５６５．

［１４］　王静，赵珊红，王强，等．纺织品中４－氨基偶氮苯的
测定能力验证分析［Ｊ］．化学分析计量，２０１２，２１（５）：
８２－８４．
ＷａｎｇＪ，ＺｈａｏＳＨ，Ｗ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４
ＡｍｉｎｏｚａｏｂｅｎｚｅｎｅｉｎＴｅｘｔｉｌｅ［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Ｍｅｔｅｒａｇｅ，２０１２，２１（５）：８２－８４．

［１５］　曹帅英，笪敏峰，李淑萍，等．聚乙烯树脂熔体质量流
动速率测试比对结果分析［Ｊ］．化学工程师，２０１２，
１９７（２）：７４－７６．
ＣａｏＳＹ，ＤａＭＦ，ＬｉＳＰ，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Ｔｅｓｔ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Ｍａｓｓ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Ｒｅｓｉｎ［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２０１２，１９７

（２）：７４－７６．
［１６］　陶健，蒋炜丽，冯波，等．饮料中铜含量检测能力验证

计划结果的稳健统计分析［Ｊ］．食品科技，２０１１，３６
（５）：３０１－３０４．
ＴａｏＪ，ＪｉａｎｇＹＬ，ＦｅｎｇＢ，ｅｔ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ｐｅｒｉｎＤｒｉｎｋ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６（５）：３０１－３０４．

［１７］　甘露，王苏明．生态地球化学调查评价形态分析实验
室间比对试验结果分［Ｊ］．中国环境监测，２０１１，２７
（４）：１２－１８．
ＧａｎＬ，ＷａｎｇＳ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Ｓｔｕｄｙ［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２７（４）：１２－１８．

［１８］　ＣＮＡＳＲＬ０２：２０１０，能力验证规则［Ｓ］．
ＣＮＡＳＲＬ０２：２０１０，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Ｓ］．

［１９］　ＧＢ／Ｔ１５４８３．１—１９９９，利用实验室间比对的能力验
证 第１部分：能力验证计划的建立和运作［Ｓ］．
ＧＢ／Ｔ １５４８３． １—１９９９，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Ｐａｒｔ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ａｎｄＴｉｎｅＯｒｅｓ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ＡＮＬｕ，ＬＵＯＤａｉｈｏｎｇ，ＷＵＳｈｕｑ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ＮＣＡ１３Ａ１４）ｈｅｌ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ＮＣ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ｆｏｒＷ，Ｓｎ，Ｃｕ，Ｐｂ，Ｚｎ，Ｍｏ，ＳｂａｎｄＢｉｉｎｔｕｎｇｓｔｅｎ
ａｎｄｔｉｎｏｒ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５８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３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Ｚ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Ｚｓｃｏｒｅｓ≤２），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ｆｏｒ５８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ｗａｓ８８％ （５１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１２％ 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ｈａｄｓｕ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ｏｕｔｌｉ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ｓａｗｈｏｌｅ，ｔｈ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ｆｏｒＳｂ，ＰｂａｎｄＺｎｉｎ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ａｎｄｔｉｎｏｒｅ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ａｍｏｎｇｗｈｉｃｈ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Ｚｎ
ｉｎＴｉｎ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Ｂｉｗｅｒｅ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ｗｏｒ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ｆｏｒｔｉｎ
ｏｒｅ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ｌ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ｕｔｌｉ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ｗｅｒ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ｈｅ
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ｇａｐ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ｉｔｗａ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ｈｅｌ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ｌｙ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ｏｒｅ；ｔｉｎｅｏ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ｕｔｌｉ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７１１—

第１期 甘露，等：钨矿石和锡矿石化学成分分析能力验证结果评价和离群值原因 第３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