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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效态成分标准物质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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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国内物资交流叛繁，分析测试量值的准确性 

和可比性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国际计量委员会1992年还专门设立了化学计量工作组进行化 

学量值的国际对比研究。标准物质是一种或多种特性已经被确定了的物科或物质，它具有高 

度的均匀性、稳定性和量值的准确性。作为物质特性量值的衡量标准，应用于分析质量监控、测 

量仪器校准、测试方法评价、测试人员考核、实验室认证、产品论证以及技术仲裁荨方面 我国 

标准物质的研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颁布的标准物质已达1736个， 

其中国家一皱标准物质935个，已被广泛地应用，在各行业中，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我国土壤标准物质研制起步较晚．但对包括土壤有敢态成分标准物质的需求早就租迫切， 

70年代末开始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中就有许多土壤分析单位曾向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索购过土壤标准物质。最近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土壤科学家认识烈．为实现 两高一 

优 农业。有必要使土壤分析方法标准化。并研制土壤有效态成分标准物质，以此有效地监控全 

国的土壤有效态成分分析质量。因此．研制的土壤有教态成分标准物质不但可提高土壤有敬 

态成分测试量值的准确性和可比性，使分析结果更有教地指导农业生产，为科研服务。而且保 

证土壤信息系统中土壤有效态成分测试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土壤有效态成分标准物质的研制步聚为：土壤样品研磨加工。105"C24小时烘干灭菌，均 

匀度检验．样品分析定值以及随存放时问延长土壤有效态成分量值的稳定性检梗I。统计分析台 

格后，最后报请国家技术监督局审定，批准后成为国家一级标准物质。中国科学陆南京土壤研 

究所与地质矿产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探矿研究所台作．从1991年起历时数年于1997年韧通 

过国家技术监督局审定批准研制出适用于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定值项目较多使用较广的六个 

土壤有效态成分国家一级标准物质(GBW07412--BGW07417)。这六种土壤的基本情况见表 

1。在土壤有效态成分标准物质研钼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土壤样品不同研磨 

加工粒度和烘干温度对土壤有教态成分量值的影响以及土壤有教态成分量值的稳定性。为解 

决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结果表吼 样品研磨加工至过60目筛的粒度已符合标准物 

质的均匀度要求，样品在105'U烘干不影响其量值的参比性能 经过3年5次的抽样检测表 

嘎，土壤有效态成分量值均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土壤有效态成分的量值是稳定的(有关详细的 

研究结果将另文发表) 土壤样品经过一系列加工处理后陈放一年，然后进行分析定值．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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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定值项目石灰性土壤包括全氮、有机质、阳离子交换量、pH值、水解性氮、速效钾以及有效 

磷、硅、铁、锰、铜、锌、硼和钼，共计14项；中性和檄酸性土壤除上述14项外．还包括交换性盐 

基组成，共18项；酸性土壤再加测定交换性酸组成．共计20项。对于每个样品的每一个分析 

项目各分析定值单位提供4个数据，即每一个分析项目分8组，共有32个测定数据，按照国家 

一 级标准物质技术规范要求，根据8组数据确定标准值．六种土壤有效态成分标准物质的标准 

值列于表2。 

寰1 六种土壤的基本情鼍 

G哪 7．12 

GBW07413 

GBW07414 

GBWe7415 

G~ig07416 

GBW07417 

5．98 18 2 1．09 151 21 2 178 

8．27 14 3 0 86 69 18．3 267 

8．18 12 1 0 94 66 13 S 298 

5．56 38．3 2 22 161 1．13 171 

5．43 16．3 0．78 67 14．8 156 

5．42 14．8 0．76 90 48 196 

●17 213 

310 ls‘ 

2 199 

321 52 

432 17．0 

392 11 

91 1．94 

38 1 13 

26 0．氍1 

243 7 6 

29 2 9 

78 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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