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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本报告是对香辛料中铅含量测定能力验证计划的总结，该计划由江苏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委托，由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负责具体实施。 

香辛料是我国居民日常饮食中的常见调味料，其生长过程中易受环境中重金

属污染，其中铅是最为典型的一种，食用铅污染的香辛料会危及人体健康与安全。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项目有利于加强食品安全、提高该项目的检测能力，其目的是

了解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在该检测领域的整体水平，识别实验室间差异，加强重

点领域的实验室能力建设，督促其保持和提高香辛料中铅的检测能力。 

本能力验证计划依据 GB/T27043-2012《合格评定 能力验证的通用要求》、 

CNAS-CL03：2010《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准则》（ISO/IEC 17043:2010）等相关

标准和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能力验证工作的要求进行运作实施。由南京市

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以下简称南京食药检院）随机选取经验证均匀的样品进行

分发，收集并汇总各实验室的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对参加实验室的测试能力

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是各实验室在该项目检测能力的客观反映，有助于识别实验

室管理和技术能力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该项目的实施可以对实验室进行质量

控制，提高实验室的检测能力，从而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2 计划概述 

2.1 检测项目简介 

香辛料在我国川菜和湘菜等菜系中使用广泛，香辛料及其相关产品，是各级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中常见的抽检品种，香辛料中的铅属于食品安全抽检中的

高风险项目，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中，

明确规定香辛料中铅的限量为 3.0 mg/kg。因此，有必要加强香辛料中铅检测质

量的评价和推进检验检测能力提升，开展该项能力验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项目为：香辛料中铅的测定能力验证项目。 

样品测试项目为：铅。 

2.2 参加实验室概述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共有 182 家实验室报名参加，其中有 12 家实验室最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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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样品测试（8 家机构因疫情原因不能正常寄送样品，1 家机构因抗疫工作需

要不能参加样品测试，1 家机构因实验室搬迁不能参加样品测试，2 家机构因其

他原因不能参加样品测试）。成功发出样品 174 共份，因不参加返回 4 份，回收

结果 170 份。参加单位分布于江苏省各市，其中省级检验机构 6 家，地市、区、

县级检验机构 136 家，第三方检测企业 28 家，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在参

加的实验室中以地市、区、县级检验机构实验室为主，占比 80.0%；其次是第三

方检测企业占比 16.5%；省级检验机构占比 3.5%。 

表 1 参加实验室分布情况 

序

号 

省、直 

辖市 

省级 

检验机构 

市、区、县级 

检验机构 
第三方 合计 

1 江苏省 6 136 28 170 

2.3 方案设计及实施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的方案设计与实施遵循 GB/T 27043-2012《合格评定 能力

验证的通用要求》、CNAS-CL03：2010《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准则》（ISO/IEC 

17043:2010）、CNAS-GL003：2018《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指南》、

CNAS-GL002：2018《能力验证结果的统计处理和能力评价指南》等相关要求。 

2.3.1 样品设计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样品由南京食药检院制备和提供，项目共设计了 A、B、

C、D 四个浓度组样品，样品来源为天然香辛料样品，样品基质完全相同，四组

样品中铅含量均不同，范围为 0.10～2.0 mg/kg。其中样品 A 和样品 B 作为考核

样品，样品 C 和样品 D 作为干扰样品。每个样品编号均由随机数字生成，样品

编号“XXL-YY YY”(Y 为 0 至 9 的数字)，具有唯一性，样品组别仅可通过样品分

配表判断，实验室无法从样品编号获得样品组别信息。在发放样品时，随机将

170 家参试实验室分成两组，每组发放两份样品，即一组发放 A＋C 样或 A＋D

样，另一组发放 B＋Ｃ样或 B＋D 样。 

2.3.2 样品制备、包装、标识和发放 

本次能力验证样品采用批量购买选定的香辛料样品，香辛料置于烘箱内 80℃

烘 24 小时（便于研磨），取出用刀式研磨仪研磨至粉末状，最后样品过 80 目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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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筛后的样品置于三维混匀仪混匀，然后封装于高密度聚乙烯（HDPE）瓶中，

制成能力验证样品，每瓶样品约 10g。对这些样品加贴标签，注明样品编号。所

制成的考核样品，由南京食药检院依据 CNAS-GL003：2018《能力验证样品均

匀性和稳定性评价指南》进行样品的均匀性、稳定性检验，评价结果均符合要求。

样品在发放前置于常温下避光保存，通过特快专递方式分发给各参加实验室。同

时附有作业指导书等文件。 

2.3.3 计划日程 

2021 年 6 月 25 日前            制定工作计划，设计方案；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            制备样品；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            组织报名，向参加实验室发出通知； 

2021 年 8 月 15 日前            向参加实验室发出样品和有关资料； 

2021 年 8 月 25 日前            收到全部实验室反馈结果；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            完成能力验证第一次测定结果的汇总、统计分

析、样品补测（如有必要）等工作； 

2021 年 11 月 5 日前            完成本次能力验证结果的收集、统计、判定，

通知本次能力验证的结果。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           完成能力验证计划最终报告。 

备注：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次能力验证样品发样时间推迟至 2021 年 8

月 25 日，补测样品发样时间推迟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 

2.3.4 样品均匀性和稳定性检验 

能力验证测试方法采用 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

定》的方法测定香辛料中铅元素，南京食药检院具备该方法的检验资质，可以开

展均匀性和稳定性检验。 

样品发放前：从分装到最小包装的 A 组样品和 B 组样品中，分别随机抽取

20 个样品用于均匀性检验，每个样品重复测定 3 次。分别对 A 组样品和 B 组样

品中处理得到的 60 份待测样测试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F 检验法），测定结

果和分析结果如附录表 A-1-1 和 A-1-2 所示。从统计数据来看，香辛料中铅含量

的测定结果，在 95%置信度下，计算 A 组样品和 B 组样品均匀性的 F 值均小于

查表值 F0.05，说明 A 组样品和 B 组样品的样品间均无显著性差异，样品的均一



NJSY-PT-202103 香辛料中铅的测定能力验证技术报告                           NJSY/JSJL/PT-018 

4 

性良好。各参加实验室检测数据回收后，采用 Ss≤0.3σ 原则对样品的均匀性进行

验证，进一步确认该能力验证 A 组样品和 B 组样品都是均匀的，样品不均匀性

标准偏差不影响实验室能力评价。 

在均匀性检验同时，开始进行稳定性检验，稳定性检验包括短期（运输）稳

定性和长期稳定性，检测人员、检测方法、检测条件、检测仪器等与均匀性测定

相同。测定结果和分析结果如附录表 A-2-1、A-2-2、A-3-1、A-3-2。 

样品发放前：对样品进行短期稳定性考察，选择此次能力验证参与的单位中

最南（宜兴）和最北（连云港）两家进行样品的寄送（每家各随机抽取 3 瓶样品

A 和 3 瓶样品 B），样品送达后拒签返回至实验室，进行样品运输稳定性的测试。

待测样品每瓶重复测定三次，每次都单独取样，采用 t 检验法与均匀性检验数据

比较，即样品稳定性测量数据与均匀性均值之间进行 t 检验。附录表 A-2-1 和

A-2-2 结果显示，在 95%置信度下，运输至连云港和宜兴返回后的样品 A 和样品

B，其计算 t 值均小于查表的 t0.05 检验临界值，说明短期常温运输不影响香辛料

样品中铅含量的待测量值。各参加实验室检测数据回收后：对样品 A 和样品 B

分别采用︱x y ︳0.3原则进行运输稳定性的验证，结果均满足︱x y ︳

0.3，进一步验证了样品 A 和样品 B 的运输稳定性。 

长期稳定性检验是考察样品在整个能力验证计划实施过程（发样前至补测结

果回收后）的稳定性，总跨度为 92 天，测定时间间隔按先密后疏的原则设计，

分别在第 1 天、4 天、10 天、20 天、30 天、47 天（样品 B 在第 46 天抽样）和

92 天，采用随机抽样法每次从样品 A 和样品 B 中分别抽取 3 瓶样品进行长期稳

定性检验，每个样品重复测定 2 次，每次都单独取样。附录表 A-3-1 和 A-3-2 结

果显示，样品 A 和样品 B 各阶段的测量结果与均匀性检验的结果进行比较，用

t 值检验法评定样品的稳定性，计算样品 A 和样品 B 每个时间点的 t 值均小于查

表值 t0.05 检验临界值，表明在 92 天内常温储存条件下样品 A 和样品 B 都是稳定

的。同时，在各参加实验室检测数据回收后，分别采用︱x y ︳0.3 原则

对样品 A 和样品 B 进行样品长期稳定性验证，结果均满足︱x y ︳0.3，进

一步验证样品 A 和样品 B 在整个能力验证过程中都是稳定的。 

综上，对样品 A 和样品 B 进行短期和长期稳定性检验的结果，说明在 2-4

天内常温运输条件下，样品 A 和样品 B 香辛料中铅含量稳定，因此可以选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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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寄送样品；样品 A 和样品 B 在封装后 92天内保持稳定，即样品在测试环节结

束前都是稳定的，可以保证能力验证计划的有效进行。 

2.3.5 样品测试和要求：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样品测试方法为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铅的测定》第一法或第二法。各机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标准中相应方法开展

检验。要求各实验室按照日常检测程序开展测试，取样量等应满足标准要求。 

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是食品检验机构常规设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也日渐普及，故各机

构日常检验中基本是使用 GB 5009.12-2017 第一法或第二法；由于 GB 5009.12-2017 第三法（火焰原子吸收

光谱法）或第四法（二硫腙比色法）定量限较高，精密度及准确度较差，不适用于绝大多数食品样品中铅

含量测定，因此，只具备 GB 5009.12-2017 第三法或第四法 CMA 资质的食品检测机构，在全省食品领域检

测机构中不具备代表性。因此，从监管的角度及本次能力验证计划的主要目的考虑，将测定方法限制为 GB 

5009.12-2017 第一法或第二法。 

本次能力验证项目向每个实验室提供2份样品，每份样品均需反馈测试结果。

在向参加者发送测试样品的同时，附有作业指导书、结果报告单、被测物品接收

状态确认表等。要求参加者在收到样品后及时确认样品状态，并于收样后5个工

作日内（不含当日）反馈测试结果。 

2.3.6 实验室补测 

根据相关规定及计划方案安排，第一次检测结果不满意（或离群）或有问题

（或可疑）的实验室可进行一次补测。补测结果不影响第一次总体统计量，但根

据第一次检测总体统计量评价补测结果。补测样品为第一次测试采用的同批样品。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中，共有 24 家实验室参加补测，其中 23 家在规定日期内报告

了补测结果，164 号实验室因实验室搬迁未参加补测。 

2.4 保密要求 

本次计划对正式报名的每个参加实验室赋予数字1-182内的随机唯一性代码，

在能力验证计划实施及报告等资料中，均以该代码代表相应实验室。提供给各参

加实验室的样品也对应唯一的样品编码（“XXL- YY YY”(Y 为 0 至 9 的数字)）。 

为确保能力验证工作的公证性， 从样品制备开始， 实施单位对参加本次能

力验证活动策划、样品管理、均匀性及稳定性验证、样品分发、数据回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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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相关人员提出了保密性要求，不得向第三方泄露。 

3 统计设计 

本次能力验证结果统计依据 ISO 13528：2015《利用实验室间比对进行能力

验证的统计方法》、 CNAS-GL002：2018《能力验证结果的统计处理和能力评价

指南》 等标准规范中的相关要求进行，对考核样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评价。 

3.1 统计方法及统计量 

从本次能力验证各参加者反馈的结果来看，数据总体服从单峰，近似对称分

布。本次能力验证结果的统计分析采用稳健（Robust）统计技术处理，即采用稳

健统计的中位值作为指定值，标准化四分位距（NIRQ）为能力评定标准差，计算

各实验室的 Z比分数（Z值）。 

本次能力验证涉及的统计量有：结果总数 N，中位值（及其不确定度）、

标准化四分位距（NIQR）、稳健的变异系数（CV）、最小值、最大值等。 

3.2 结果评价方法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参加者检测结果的 Z 值（考核样品），按式（1）计算： 

Z=(𝑥-𝑋)/ σ                           （1） 

式中：𝑥 - 实验室检测结果； 

𝑋 - 指定值； 

σ – 能力评定标准差。 

    本计划按以下准则评价参加者的结果，即： 

当∣Z∣≤2.0 时，检测结果为满意； 

当 2.0<∣Z∣<3.0 时，检测结果为有问题（可疑）； 

当∣Z∣≥3.0 时，检测结果为不满意（离群）。 

3.3 指定值的不确定度及溯源性 

指定值 X 的标准不确定度计算公式为：𝑢𝑥𝑝𝑡 = 1.25 × 𝑆∗/√𝑝，式中：S*—能

力评定标准差，p—参加实验室的数量。按置信水平 95%，包含因子 k=2，计算

扩展不确定度。 

指定值的计量溯源性： 

本次能力验证参加者均为江苏省内通过食品领域相应CMA资质认定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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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本院向各实验室提供了样品测试作业指导书等文件，说明了样品信息

及检测要求。各实验室使用满足要求的设备和国家标准方法（GB 5009.1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第一法或第二法）进行样品检测，并在

检测过程中使用有证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溶液）绘制工作曲线，保证了样品测

试结果的量值溯源性。同时也保证了指定值的量值溯源性。 

4 统计处理及能力评价 

4.1 检测结果分布 

从第一次回收的检测结果分布看（附表 B-1 和 B-2），可采用稳健统计方法。 

4.2 结果的统计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设计原则，此次能力验证计划采用稳健统计的中位值和标准化

四分位距分别作为结果的指定值和能力评定标准差。A 组样品和 B 组样品的初

测结果分别见附录表 B-1，B-2，其产生的统计量见表 2。以第一次回收数据作为

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A 组样品的指定值为 0.822 mg/kg，能力评定标准差 σA

为 0.1353 mg/kg，稳健变异系数为 16.46%；B 组样品的指定值为 0.477 mg/kg，

能力评定标准差 σB 为 0.0393 mg/kg，稳健变异系数为 8.239%。 

稳健变异系数是能力验证结果数据离散程度的指标，也反映了能力评定中允

许的相对偏差范围。本次项目 A 组样品的稳健变异系数为 16.46%，B 组样品的

稳健变异系数为 8.239%，均满足 GB 5009.12-2017 的规定，即在重复性条件下获

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 20%，说明本次能力验

证数据的离散程度和评价区间满足方法预期和要求。 

表 2 检测结果统计量汇总表（基于初测结果） 

组别 
结果

数量 

均值 

（mg/kg） 

最小值 

（mg/kg） 

最大值 

（mg/kg） 

中位值 

（mg/kg） 

稳健 CV

值（%） 

NIQR 

（mg/kg） 

A 71 0.812 0.353 1.17 0.822 16.46 0.1353 

B 99 0.485 0.209 0.940 0.477 8.239 0.0393 

A 组指定值的标准不确定度为：𝑢𝑥𝐴 = 1.25 ×
0.1353

√71
= 0.021mg/kg，𝑢𝑥𝐴 <

0.3𝜎𝐴，A 组指定值的不确定度对能力评价的影响可以忽略。 

B 组指定值的标准不确定度为：𝑢𝑥𝐵 = 1.25 ×
0.0393

√99
= 0.005mg/kg，𝑢𝑥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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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𝜎𝐵，B 组指定值的不确定度对能力评价的影响可以忽略。 

根据第一次检测结果计算 170 份初测结果的 Z 值，A 组有 1 家实验室检测结

果出现不满意，占比 1.41%，6 家实验室检测结果可疑，占比 8.45%。B 组样品

有 12 个实验室检测结果出现不满意，共占比 12.1%，5 家实验室检测结果可疑，

共占比 5.05%。第一次检测实验室统计及 Z 值分布见表 3，A 组和 B 组样品第一

次实验室检测结果 Z 比分数柱状图见附图 B-1，B-2，可直观描述检测实验室结

果数据偏离程度和方向。 

表 3 第一次检测实验室 Z 值分布 

组别 Z 值范围 实验室代码 实验室数量 占比（%） 

A 组 

℃Z℃≤2.0 其他 64 90.1 

2.0<℃Z℃<3.0 53、57、96、135、150、162 6 8.45 

℃Z℃≥3.0 58 1 1.41 

B 组 

℃Z℃≤2.0 其他 82 82.8 

2.0<℃Z℃<3.0 40、95、112、168、180 5 5.05 

℃Z℃≥3.0 
11、20、22、30、44、64、85、86、

156、164、166、169 
12 12.1 

4.3 实验室补测结果统计分析 

协调者向结果可疑和不满意的 24 家实验室发放了补测通知，其中 23 家实验

室参加了补测，补测结果见下图表 4，164 号实验室因实验室搬迁未参加补测。

补测后实验室代码为 11、44、58 的实验室补测结果为可疑，其余实验室测试结

果均为满意。 

 

表 4 补测实验室结果统计分析 

实验室代码 补测考核样编号 测定值（mg/kg） Z 评价结果 

11 XXL0877 0.454 -2.72 *可疑 

20 XXL0430 0.677 -1.07 满意 

22 XXL0785 0.861 0.29 满意 

30 XXL0692 0.769 -0.39 满意 

40 XXL0944 0.813 -0.07 满意 

44 XXL0645 0.486 -2.48 *可疑 

53 XXL0555 0.508 0.79 满意 

57 XXL0624 0.465 -0.31 满意 

58 XXL0972 0.396 -2.06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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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XXL0077 0.940 0.87 满意 

85 XXL0087 0.839 0.13 满意 

86 XXL0730 0.753 -0.51 满意 

95 XXL0936 0.944 0.90 满意 

96 XXL0029 0.509 0.81 满意 

112 XXL0499 0.841 0.14 满意 

135 XXL0988 0.453 -0.61 满意 

150 XXL0882 0.469 -0.20 满意 

156 XXL0985 0.815 -0.05 满意 

162 XXL0183 0.497 0.51 满意 

166 XXL0216 0.964 1.05 满意 

168 XXL0125 0.752 -0.52 满意 

169 XXL0857 0.808 -0.10 满意 

180 XXL0320 0.816 -0.04 满意 

注：加*号的数值为可疑值，即 2.0＜︱Z ︳＜3.0 

5 技术分析及建议 

本次能力验证中，参与实验室采用 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铅的测定》（第一法或第二法）测定香辛料中铅元素。本次能力验证，项目

实施机构已对两种方法测试样品的结果进行比较确认，两种方法对样品测试结果

无显著影响。根据本次能力验证反映出来的问题，结合对各参加者反馈的信息、

数据等资料，现对可能影响本次能力验证结果的原因分析如下： 

1）、参加机构检验人员素质情况，对技术关键点的掌握程度 

人员的业务素质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检验人员在操作过程中的任一点

疏忽都可以导致最终结果的偏离。通过部分参加者反馈的信息，反映出部分机构

经验不足，相应检验工作开展较少，对标准的理解不够透彻，对仪器设备的操作

不够熟练，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部分结构日常所检样品种类单一（如多数疾

控系统机构做水样比较多），检验人员不熟悉香辛料类样品的检验，缺少对此类

基体较为复杂的样品的检验经验。 

2）、仪器设备工作状态 

仪器设备计量情况及确认、运行状态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精密度、准确度。

样品测试前，应根据样品特性对仪器参数或分析条件进行必要的调整及优化，使

仪器的各项指标趋于稳定后再开始检测。样品测试时，应分析相应谱图及干扰因

素，及时采去应对措施。如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检测中，因样品基体较为复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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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信号较大，会影响检测结果，可采取加入合适基改剂，同时应调整仪器使干扰

峰的影响尽可能小。另外，部分机构的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只具备氘灯扣背

景功能，背景扣除效果不理想。 

3）、样品前处理及定容稀释 

此次能力验证样品基质较为复杂，含有较高的油类等物质，也含有较高的矿

物质元素，实际检测过程中，如果样品前处理不完全，样品中的干扰物质排除不

充分，或者前处理过程中造成目标物损失，则可能导致测定结果的不准确。部分

机构因称样量较大、使用湿法消解等方式或微波消解仪性能不理想等，造成样品

消解不完全、有机物残留较高、待测物未完全溶解到溶液中等情况，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另外因本样品基质较为复杂，ICP-MS 法检测中，建

议定容体积不要太小；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检测中，建议适当稀释后再上机测

试。同时应注意稀释定容体积的准确性。 

4）、试剂质量及容器污染 

铅是环境中常见的元素，低含量铅的测定极易受环境污染的影响。部分机构

因容器或试剂质量问题，或因容器浸泡、清洗不充分，造成溶液中铅本底较高，

从而造成结果偏离较大。 

5）、各机构检测系统不同导致偏差 

检测机构通常是根据能力验证计划的要求，自己选择需要的仪器、试剂、操

作程序等组合的检测系统。不同的仪器、方法所测定的结果间存在的差异可能导

致能力验证的结果偏离，检测机构应在查找原因时仔细分析辨别，因检测系统不

同而产生偏离是否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6）、标准物质及标准工作溶液 

标准物质在化学分析中的作用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应以保证测量的可靠性为

原则。标准物质未在有效期内或因储存不当等原因，均可能造成标准物质的标准

值变化，从而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标准工作溶液配制浓度的准确性

和工作溶液系列的浓度及梯度大小等也会影响样品检测结果。如工作溶液浓度较

大、浓度间跨度较大、待测液浓度未在线性范围内或靠线性范围边沿、或曲线线

性较差等，都可能造成检测结果的偏差较大。在实际工作中，机构应注意标准物

质的有效期，并注意储存条件。在进行能力验证样品检测前，建议对标准物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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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查，并重新配制标准储备溶液或工作溶液。同时应注意确保标准工作溶液浓

度准确性和合理性。 

7）、样品的影响 

本次能力验证的测试样品，均是通过均匀性和稳定性检验，并符合相应要求

的样品。组织者在能力验证实施过程中，对样品进行了持续的稳定性监测，未发

现异常。样品运输中未出现异常情况。机构在收到样品后，应及时确认样品状态，

在收样或检测中，如发现样品异常，应及时与项目实施机构联系解决。 

8）、质控措施及有效性 

质控措施，是化学分析测试中确保样品检测结果准确性的有效手段之一。本

次能力验证中，较多机构因主观意识或经验不足，或受客观条件限制（如无相应

质控样等），未采取有效措施对检测过程进行质量控制，造成检测结果偏差较大。

机构在进行相关测量时候，建议同时采取必要的质控措施（如质控样品、加标回

收试验、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方法比对等），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9）、对作业指导书的理解情况 

本次能力验证，个别实验室报送的结果中，信息不全，无法了解详细检测情

况。甚至有机构并未按作业指导书要求开展样品测试。这可能是相关人员责任心

不强，对作业指导书的理解、重视不够造成。 

10）、计算、结果报送正确性等 

个别机构样品因稀释倍数错误等原因，导致结果计算错误。这主要也是因为

人员责任心不强，粗心大意导致。 

6 总结 

本次能力验证项目策划与设计、项目实施及相关环节均有南京食药检院完成。

通过本次能力验证工作，进一步了解了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工作的合规性及存在的

问题，可识别实验室间存在的差异，帮助实验室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

为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食品领域的实验室监管提供重要的依据和技术支持。 

本次能力验证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样品设计、制备合理 

本次能力验证样品采用香辛料为基质，有利于样品的运输与储存。制备过程

混匀方式保证了样品良好的均匀性；短期和长期稳定性考察覆盖了项目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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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样品的稳定性监测的持续有效性。 

（2）参加实验室分布范围广，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参加本次能力验证的实验室覆盖了江苏省的各级检验检测机构，共有 170

家实验室参加，参加实验室类别包括市场监管系统检测机构（省、市、区）、社

会实验室等其他实验室，充分说明此次能力验证计划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代表性。 

（3）能力验证实施严谨，获得参加实验室的广泛认可 

本次能力验证从方案的设计到实施，得到了市场监管局和海关等机构专家的大

力帮助和指导，使得本次能力验证方案经过充分论证，进展顺利有序，获得参加实

验室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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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样品均匀性、稳定性检查数据记录 

 

表 A-1-1  样品 A 均匀性检验数据汇总表 

样品编号 xi,1 xi,2 xi,3 xi 

XXL0511 0.902 0.851 0.863 0.872 

XXL0902 0.871 0.888 0.917 0.892 

XXL0150 0.859 0.811 0.880 0.850 

XXL0618 0.888 0.856 0.834 0.859 

XXL0492 0.866 0.896 0.884 0.882 

XXL0503 0.876 0.929 0.846 0.883 

XXL0248 0.852 0.842 0.851 0.848 

XXL0331 0.850 0.850 0.829 0.843 

XXL0733 0.851 0.887 0.882 0.873 

XXL0901 0.875 0.861 0.870 0.869 

XXL0100 0.871 0.862 0.911 0.881 

XXL0807 0.869 0.915 0.853 0.879 

XXL0062 0.845 0.913 0.836 0.865 

XXL0448 0.825 0.848 0.863 0.845 

XXL0275 0.865 0.883 0.923 0.891 

XXL0313 0.939 0.872 0.863 0.891 

XXL0910 0.853 0.862 0.898 0.871 

XXL0312 0.853 0.869 0.847 0.856 

XXL0839 0.854 0.854 0.847 0.851 

XXL0858 0.882 0.795 0.874 0.850 

xA 均匀性=0.868 

样品间均方 MS1=0.0008048，样品内均方 MS2=0.0007651 

*SsA=√(MS1 − MS2)/3 =0.003638，#σA=0.1353 

FA=1.052，F0.05(19，40)=1.853 

FA＜F0.05，SsA≤0.3σA，则 A 组样品是均匀的 

*Ss 为样品之间的不均匀性标准偏差；#σ 是以参加此次能力验证计划实验室的回收数据

标准化四分位距估计正态分布数据的总体标准差；各测定值及均值单位：(mg/kg)。 

 

评价：经单因素方差分析（F 检验法）和 Ss≤0.3σ 原则验证，样品 A 是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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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品不均匀性标准偏差不影响实验室能力评价。 

 

表 A-1-2  样品 B 均匀性检验数据汇总表 

样品编号 xi,1 xi,2 xi,3 xi 

XXL0797 0.434  0.463  0.454  0.451  

XXL0132 0.462  0.452  0.433  0.449  

XXL0742 0.478  0.482  0.453  0.471  

XXL0736 0.461  0.492  0.454  0.469  

XXL0536 0.432  0.459  0.453  0.448  

XXL0435 0.432  0.437  0.451  0.440  

XXL0317 0.442  0.442  0.439  0.441  

XXL0724 0.446  0.470  0.482  0.466  

XXL0622 0.524  0.427  0.481  0.477  

XXL0738 0.419  0.450  0.435  0.434  

XXL0325 0.432  0.427  0.452  0.437  

XXL0416 0.478  0.492  0.447  0.472  

XXL0348 0.463  0.425  0.474  0.454  

XXL0256 0.490  0.442  0.456  0.462  

XXL0374 0.447  0.475  0.480  0.467  

XXL0527 0.488  0.465  0.456  0.470  

XXL0011 0.453  0.449  0.530  0.477  

XXL0472 0.438  0.469  0.459  0.455  

XXL0757 0.463  0.457  0.439  0.453  

XXL0911 0.471  0.436  0.470  0.459  

xB 均匀性=0.458 

样品间均方 MS1=0.000546，样品内均方 MS2=0.000487 

*SsB=√(MS1 − MS2)/3 =0.004459，#σB=0.0393  

FB=1.123，F0.05(19，40)=1.853 

FB＜F0.05，SsB≤0.3σB，则 B 组样品是均匀的 

*Ss 为样品之间的不均匀性标准偏差；#σ 是以参加此次能力验证计划实验室的回收数据

标准化四分位距估计正态分布数据的总体标准差；各测定值及均值单位：(mg/kg)。 

评价：经单因素方差分析（F 检验法）和 Ss≤0.3σ 原则验证，样品 B 是均匀

的，样品不均匀性标准偏差不影响实验室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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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1 样品 A 短期稳定性检验数据汇总表 

寄送地点 样品编号 yi,1 yi,2 yi,3 yi yA 短期稳定性 t 值 

连云港 

XXL0758 0.857 0.867 0.873 0.866 

0.858 

1.26 XXL0720 0.846 0.863 0.839 0.850 

XXL0841 0.838 0.860 0.891 0.863 

宜兴 

XXL0133 0.869 0.857 0.850 0.859 

1.56 XXL0272 0.888 0.838 0.844 0.857 

XXL0089 0.838 0.828 0.893 0.853 

t0.05=2.05，σA=0.1353，xA 均匀性=0.868 

tA 连云港＜t0.05，tA 宜兴＜t0.05，且︱xA 均匀性 yA 短期稳定性 ︳0.3σA 

则 A 组样品在运输过程中是稳定的 

σ 是以参加此次能力验证计划实验室的回收数据标准化四分位距估计正态分布数据的

总体标准差；各测定值及均值单位：(mg/kg)。 

评价：经 t 检验计算和︱x y ︳0.3原则验证，样品 A 在经过运输过程

后是稳定的，说明 2-4 天的常温运输不影响香辛料中铅的待测量值。 

 

 

表 A-2-2 样品 B 短期稳定性检验数据汇总表 

寄送地点 样品编号 yi,1 yi,2 yi,3 yi yB 短期稳定性 t 值 

连云港 

XXL0906 0.476 0.426 0.469 0.457 

0.462 

0.87 XXL0452 0.440 0.457 0.472 0.457 

XXL0827 0.460 0.455 0.518 0.478 

宜兴 

XXL0231 0.493 0.493 0.431 0.472 

0.27 XXL0707 0.494 0.436 0.417 0.449 

XXL0786 0.425 0.452 0.498 0.458 

t0.05=2.05，σB=0.0393，xB 均匀性=0.458 

tB 连云港＜t0.05，tB 宜兴＜t0.05，且︱xB 均匀性 yB 短期稳定性 ︳0.3σB 

则 B 组样品在运输过程中是稳定的 

σ 是以参加此次能力验证计划实验室的回收数据标准化四分位距估计正态分布数据的

总体标准差；各测定值及均值单位：(mg/kg)。 

评价：经 t 检验计算和︱x y ︳0.3原则验证，样品 B 在经过运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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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稳定的，说明 2-4 天的常温运输不影响香辛料中铅的待测量值。 

 

表 A-3-1 样品 A 长期稳定性检验数据汇总表 

取样时间  7.1 7.4 

长期稳定

性 

XXL0447 XXL0940 XXL0496 XXL0219 XXL0019 XXL0233 

0.861 0.864 0.879 0.852 0.857 0.861 

0.841 0.869 0.838 0.840 0.865 0.866 

t 值 1.18 1.51 

取样时间  7.10 7.20 

长期稳定

性 

XXL0903 XXL0791 XXL0409 XXL0798 XXL0842 XXL0634 

0.875 0.863 0.851 0.852 0.862 0.866 

0.861 0.862 0.872 0.851 0.849 0.845 

t 值 0.56 1.93 

取样时间  7.30 8.16 

 

长期稳定

性 

XXL0135 XXL0294 XXL0828 XXL0958 XXL0254 XXL0140 

0.862 0.842 0.888 0.873 0.843 0.879 

0.875 0.858 0.876 0.880 0.868 0.882 

t 值 0.13 0.42 

取样时间  9.30 

 

 

长期稳定

性 

XXL0319 XXL0322 XXL0457 

0.870 0.863 0.875 

0.874 0.856 0.867 

t 值 0.03 

t0.05=2.06，yA 长期稳定性= 0.863，xA 均匀性=0.868，σA=0.1353 

tA℃t0.05℃℃︱xA 均匀性 yA 长期稳定性 ︳0.3σA 

则 A 组样品在长期储存过程中是稳定℃ 

σ 是以参加此次能力验证计划实验室的回收数据标准化四分位距估计正态分布数据的

总体标准差；各测定值及均值单位：(mg/kg)。 

评价：长期常温储存条件下，各个时间间隔抽取的样品，经测定和统计分析，

其 t 值均小于 t0.05 检验临界值=2.06，且︱xA 均匀性 yA 长期稳定性 ︳0.3，则在整

个能力验证过程中在常温储存条件下样品 A 中铅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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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 样品 B 长期稳定性检验数据汇总表 

取样时间  7.1 7.4 

长期稳定

性 

XXL0679 XXL0669 XXL0306 XXL0689 XXL0945 XXL0189 

0.488 0.444 0.455 0.432 0.460 0.482 

0.436 0.524 0.465 0.472 0.516 0.444 

t 值 1.24 1.19 

取样时间  7.10 7.20 

长期稳定

性 

XXL0153 XXL0148 XXL0101 XXL0506 XXL0016 XXL0206 

0.446 0.462 0.464 0.438 0.450 0.452 

0.466 0.546 0.470 0.499 0.460 0.543 

t 值 1.92 1.58 

取样时间  7.30 8.15 

 

长期稳定

性 

XXL0880 XXL0712 XXL0684 XXL0227 XXL0603 XXL0701 

0.500 0.416 0.451 0.456 0.462 0.475 

0.409 0.418 0.467 0.440 0.457 0.467 

t 值 1.50 0.31 

取样时间  9.30 

 

 

长期稳定

性 

XXL0460 XXL0441 XXL0329 

0.454 0.470 0.457 

0.469 0.455 0.459 

t 值 0.53 

t0.05=2.06，yB 长期稳定性= 0.464 ，σB=0.0393，xB 均匀性=0.458 

tB＜t0.05，且︱xB 均匀性 yB 长期稳定性 ︳0.3σB 

则 B 组样品在长期储存过程中是稳定的 

σ 是以参加此次能力验证计划实验室的回收数据标准化四分位距估计正态分布数据的

总体标准差；各测定值及均值单位：(mg/kg)。 

评价：长期常温储存条件下，各个时间间隔抽取的样品，经测定和统计分析，

其 t 值均小于 t0.05 检验临界值=2.06，且︱xB 均匀性 yB 长期稳定性 ︳0.3，则在整

个能力验证过程中在常温储存条件下样品 B 中铅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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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能力验证参加单位报送结果及评价 

 

表 B-1 样品 A 初测实验室检测结果评价表 

实验室代码 考核样编号 测定值（mg/kg） Z 评价结果 

1 XXL0562 0.884 0.46 满意 

4 XXL0478 0.809 -0.10 满意 

6 XXL0405 0.783 -0.29 满意 

9 XXL0481 0.678  -1.06 满意 

10 XXL0438 0.645 -1.31 满意 

13 XXL0404 0.781 -0.30 满意 

15 XXL0934 0.648 -1.29 满意 

16 XXL0282 0.718 -0.77 满意 

18 XXL0446 0.873 0.38 满意 

19 XXL0572 0.763 -0.44 满意 

24 XXL0465 0.751 -0.52 满意 

27 XXL0247 0.869 0.35 满意 

29 XXL0869 0.890 0.50 满意 

39 XXL0886 0.964  1.05 满意 

46 XXL0417 0.734 -0.65 满意 

49 XXL0324 0.951 0.95 满意 

51 XXL0662 0.843 0.16 满意 

52 XXL0522 1.00 1.32 满意 

53 XXL0065 0.511 -2.30 *可疑 

55 XXL0412 0.572 -1.85 满意 

57 XXL0198 0.475 -2.56 *可疑 

58 XXL0066 0.353 -3.47 &不满意 

66 XXL0978 0.818 -0.03 满意 

68 XXL0057 0.756 -0.49 满意 

74 XXL0959 0.862 0.30 满意 

81 XXL0249 0.585 -1.75 满意 

82 XXL0888 0.953 0.97 满意 

89 XXL0424 0.785 -0.27 满意 

93 XXL0705 0.932 0.81 满意 

94 XXL0929 0.790 -0.24 满意 

96 XXL0874 0.513 -2.28 *可疑 

97 XXL0909 0.990 1.24 满意 

99 XXL0668 0.918 0.71 满意 

101 XXL0517 0.916 0.69 满意 

104 XXL0241 0.820 -0.01 满意 

105 XXL0081 0.958 1.01 满意 

113 XXL0274 0.792 -0.22 满意 

115 XXL0367 0.965 1.06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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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XXL0475 0.732 -0.67 满意 

120 XXL0151 0.812 -0.07 满意 

123 XXL0556 0.716 -0.78 满意 

125 XXL0816 0.879 0.42 满意 

127 XXL0661 0.996 1.29 满意 

130 XXL0974 0.758 -0.47 满意 

131 XXL0196 0.805 -0.13 满意 

132 XXL0726 0.901 0.58 满意 

133 XXL0237 1.07 1.83 满意 

135 XXL0989 1.17 2.57 *可疑 

137 XXL0784 0.862 0.30 满意 

138 XXL0240 0.901 0.58 满意 

139 XXL0323 0.660 -1.20 满意 

141 XXL0706 0.814 -0.06 满意 

144 XXL0372 1.06 1.76 满意 

146 XXL0251 0.986 1.21 满意 

147 XXL0747 1.02 1.46 满意 

149 XXL0391 1.04 1.61 满意 

150 XXL0407 0.462 -2.66 *可疑 

151 XXL0214 0.618 -1.51 满意 

153 XXL0131 0.846 0.18 满意 

154 XXL0105 0.862 0.30 满意 

158 XXL0891 0.971 1.10 满意 

160 XXL0396 0.822 0.00 满意 

161 XXL0304 0.863 0.30 满意 

162 XXL0181 0.458 -2.69 *可疑 

163 XXL0667 0.913 0.67 满意 

165 XXL0802 1.03 1.54 满意 

167 XXL0583 0.751 -0.52 满意 

170 XXL0406 0.696 -0.93 满意 

171 XXL0862 0.886 0.47 满意 

172 XXL0388 0.970 1.09 满意 

173 XXL0458 0.817 -0.04 满意 

 

注：加*号的数值为可疑值，即 2.0＜︱Z︳＜3.0，加&号的数值为不满意，

即︱Z︳≥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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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A 组样品实验室结果 Z 比分数柱状图（初测实验室） 

 

 

表 B-2 样品 B 初测实验室检测结果评价表 

实验室代码 考核样编号 测定值（mg/kg） Z 评价结果 

2 XXL0567 0.474 -0.08 满意 

3 XXL0385 0.425 -1.32 满意 

5 XXL0177 0.400 -1.96 满意 

7 XXL0568 0.472 -0.13 满意 

8 XXL0418 0.497  0.51 满意 

11 XXL0664 0.246 -5.88 &不满意 

14 XXL0815 0.425 -1.32 满意 

17 XXL0099 0.513 0.92 满意 

20 XXL0071 0.866 9.90 &不满意 

21 XXL0537 0.471 -0.15 满意 

22 XXL0110 0.768 7.40 &不满意 

23 XXL0721 0.443 -0.87 满意 

25 XXL0638 0.452 -0.64 满意 

26 XXL0432 0.428 -1.25 满意 

28 XXL0937 0.462 -0.38 满意 

30 XXL0687 0.641 4.17 &不满意 

31 XXL0953 0.477 0.00 满意 

40 XXL0194 0.582 2.67 *可疑 

41 XXL0079 0.480 0.08 满意 

42 XXL0277 0.522 1.15 满意 

Z 值 

Z 值 

实验室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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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XXL0342 0.472 -0.13 满意 

44 XXL0771 0.655 4.53 &不满意 

45 XXL0242 0.487  0.25 满意 

47 XXL0630 0.429 -1.22 满意 

48 XXL0311 0.537 1.53 满意 

50 XXL0301 0.482 0.13 满意 

54 XXL0028 0.481 0.10 满意 

56 XXL0593 0.495 0.46 满意 

59 XXL0865 0.466 -0.28 满意 

60 XXL0111 0.488 0.28 满意 

61 XXL0163 0.490 0.33 满意 

62 XXL0221 0.432 -1.15 满意 

63 XXL0209 0.514 0.94 满意 

64 XXL0871 0.940 11.78 &不满意 

65 XXL0055 0.475 -0.05 满意 

67 XXL0612 0.523 1.17 满意 

70 XXL0923 0.486 0.23 满意 

71 XXL0586 0.477 0.00 满意 

72 XXL0271 0.485 0.20 满意 

73 XXL0200 0.405 -1.83 满意 

75 XXL0710 0.468 -0.23 满意 

76 XXL0769 0.504 0.69 满意 

77 XXL0026 0.470 -0.18 满意 

78 XXL0041 0.463  -0.36 满意 

79 XXL0170 0.455 -0.56 满意 

83 XXL0776 0.448 -0.74 满意 

84 XXL0848 0.476 -0.03 满意 

85 XXL0067 0.809 8.45 &不满意 

86 XXL0509 0.209 -6.82 &不满意 

87 XXL0474 0.460 -0.43 满意 

88 XXL0165 0.454 -0.59 满意 

90 XXL0261 0.498 0.53 满意 

91 XXL0648 0.476 -0.03 满意 

92 XXL0295 0.501 0.61 满意 

95 XXL0197 0.372 -2.67 *可疑 

98 XXL0620 0.478  0.03 满意 

100 XXL0835 0.502 0.64 满意 

102 XXL0038 0.455 -0.56 满意 

103 XXL0018 0.534 1.45 满意 

106 XXL0819 0.461 -0.41 满意 

107 XXL0893 0.456 -0.53 满意 

108 XXL0983 0.523  1.17 满意 

109 XXL0050 0.446 -0.79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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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XXL0103 0.508 0.79 满意 

111 XXL0208 0.490 0.33 满意 

112 XXL0694 0.396 -2.06 *可疑 

114 XXL0863 0.446 -0.79 满意 

116 XXL0235 0.405  -1.83 满意 

117 XXL0178 0.508  0.79 满意 

118 XXL0480 0.460 -0.43 满意 

121 XXL0532 0.498 0.53 满意 

122 XXL0779 0.495 0.46 满意 

124 XXL0571 0.478 0.03 满意 

126 XXL0182 0.475  -0.05 满意 

128 XXL0213 0.457 -0.51 满意 

129 XXL0318 0.500 0.59 满意 

134 XXL0456 0.513 0.92 满意 

136 XXL0433 0.462 -0.38 满意 

140 XXL0245 0.448 -0.74 满意 

142 XXL0398 0.402 -1.91 满意 

143 XXL0222 0.502 0.64 满意 

145 XXL0599 0.508 0.79 满意 

148 XXL0053 0.467 -0.25 满意 

152 XXL0570 0.461 -0.41 满意 

155 XXL0718 0.515 0.97 满意 

156 XXL0588 0.692 5.47 &不满意 

157 XXL0268 0.505 0.71 满意 

159 XXL0682 0.468 -0.23 满意 

164 XXL0731 0.778 7.66 &不满意 

166 XXL0867 0.811 8.50 &不满意 

168 XXL0114 0.396 -2.06 *可疑 

169 XXL0569 0.685 5.29 &不满意 

174 XXL0942 0.550 1.86 满意 

175 XXL0334 0.530 1.35 满意 

176 XXL0745 0.450 -0.69 满意 

177 XXL0205 0.516  0.99 满意 

178 XXL0918 0.452 -0.64 满意 

179 XXL0616 0.499  0.56 满意 

180 XXL0298 0.389 -2.24 *可疑 

 

注：加*号的数值为可疑值，即 2.0＜︱Z︳＜3.0，加&号的数值为不满意，

即︱Z︳≥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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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B 组样品实验室结果 Z 比分数柱状图（初测实验室） 

 

 

 

 

 

 

 

 

 

 

Z 值 

Z 值 

实验室代码 



NJSY-PT-202103 香辛料中铅的测定能力验证技术报告                           NJSY/JSJL/PT-018 

24 

附录C 作业指导书 

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 

香辛料中铅的测定 

各参加实验室： 

受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本院承担了此次“香辛料中铅的测定”能力

验证计划的技术工作。感谢参加本次能力验证计划。 

在本次能力验证计划中，贵实验室代码为           ，在以后的联系和报

告中均以该代码代表贵实验室。 

为保证本次能力验证计划工作的顺利实施，请认真阅读本作业指导书，并按

时提交结果。针对本次能力验证项目，特作如下说明： 

一、样品说明： 

1、本次能力验证共测试 1 个项目铅。每个实验室提供 2 份样品，每份样品

约 10g，发送给贵实验室样品编号为             、             。 

2、样品为粉末状，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铝箔密封，常规室温条件下保存。 

收到样后请将样品置于阴凉、干燥条件下保存，开封后尽快完成测试，妥善保存，

避免吸潮。 

3、本次能力验证样品已通过均匀性、稳定性测试和其他有关验证。 

4、本次能力验证以邮寄方式发放样品。由顺丰公司寄送。 

5、随同样品寄送的还有《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共 2页）、《能力验证样品

接收状态确认表》（共 1页）、《能力验证样品测试结果报告单》（共 2页）等，请

注意查收。 

6、各实验室在收到样品后，应首先对样品状态进行确认，填写《能力验证

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并于 2 日内（且在 2021 年 8 月 30 日 17:00 前），扫描

后将电子版反馈回实施机构（原件可随同《结果报告单》原件、《报名表》原件

等一同寄送回实施机构），如发现样品有破损等问题应立即与实施机构联系，不

反馈即视为样品完好。样品编号标注在样品外层包装上。 

7、本次能力验证样品中铅的含量范围为：（0.10～2.0）mg/kg， 

   8、样品仅用于本次能力验证的检测，如果参加实验室将样品用于本次能力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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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以外的其他目的，组织方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责任。 

二、检验方法说明： 

1、本次能力验证项目检验方法为：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铅的测定》（第一法或第二法）。各机构根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方法开展检验。 

2、本次能力验证计划，要求各实验室按照日常检测程序开展测试，取样量

等应满足标准要求。 

三、检测结果反馈说明： 

1、检测结果等相关信息填写在《能力验证样品测试结果报告单》中，结果

以 mg/kg 为单位，保留三位有效数字；每份样品重复测定两次，取算术平均值。

两份样品均需反馈结果。 

2、各承检机构应客观、真实地填写检测结果报告单。 

3、各承检机构应当于收到样品后 5 个工作日内（不含当日，且在 2021 年 9

月 6 日 17:00 前），将填写好的《能力验证样品测试结果报告单》签字盖章后，

扫描并以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反馈给实施机构，同时将该报告单、相关的原始记

录及谱图纸质版原件等资料及时邮寄至实施机构。无故未按期提交结果的实验室，

其结果将不列入统计。 

4、测试中若出现偏离的现象或其他问题，请在结果报告单中说明。 

四、统计技术说明 

本次能力验证评价方法采用稳健（Robust）统计技术。 

五、保密性及公正性说明： 

1、本次能力验证过程中，承担单位将对各参加实验室的有关信息保密，各

实验室均以唯一代码表示。 

2、本次能力验证样品随机发送，计划实施过程中，严禁参加实验室相互串

通结果，一经发现，其结果将不列入本次统计，并上报省市场监管局。 

3、本次能力验证结果信息将由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反馈。 

六、联系方式： 

实施机构：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通讯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文芳路 199号 3 号楼 2楼 

邮    编：21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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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吴海晶  黄梦静  孙小杰 

联系电话/手机：18951782962  18951782933  18951782960 

025-86822007  025-89636183                                                                 

E-mail: 3335204193@qq.com 

 

 

 

 

 

 

 

 

 

 

 

 

 

 

 

 

 

 

 

 

 

 

 

 

 

mailto:333520419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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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能力验证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 

能力验证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 

                                 实验室代码： 

能力验证计划名

称 
香辛料中铅的测定能力验证 

组  织  机  构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实  施  机  构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发  送  机  构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电话 / 邮箱 

18951782962  

18951782933 18951782960  

025-89636183 

3335204193@qq.com 

联 系 人 
吴海晶  黄梦静 

孙小杰 

发 送 日 期 2021.08.25 

发送状态 ■完好    □不完好 发送人签

名 
 

以下由参加能力验证实验室填写 

接收实验室名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传真：                         邮  编： 

E-mail：                                联系人：                                  

收到样品日期：                          样品编号： 

接收时，被测样品状态是否良好：□是  □否  

如需要，对被测样品状态的详细说明： 

 

接收人签名： 

备注： 

1、实验室收到样品后，请及时确认样品状态，填好本表，并于 2 日内（且在 2021 年 8 月

30 日 17:00 前），扫描后将电子版提交发样机构，邮箱：3335204193@qq.com；原件

随后寄送至实施单位（或随结果报告单一并寄送）。 

2、收到样品后，若发现包装破损、编号模糊等可能导致无法测试的情况，请保留照片

等证据，及时向发样机构反馈。请勿开封样品，在样品状态确认表上尽可能详细描述

并扫描发邮件，同时将原样品寄回，本机构将考虑重新寄送样品。不反馈即表示样品

状态良好。 

3、如有其他情况或不明之处，请及时与本机构联系。 

mailto:3335204193@qq.com
mailto:333520419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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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能力验证样品测试结果报告单 

能力验证样品测试结果报告单 

实验室/机构名称：                                          实验室代码：          

计划名称 香辛料中铅的测定 

样品编号   

测

试

结

果 

平行试验 1 2 1 2 

铅

（Pb） 

称样量（g）     

结果（mg/kg）     

平均值（mg/kg）   

回收率（%）（如有）   

测

试

方

法 

标准物质证书编号、批号、

提供者、有效期 
 

标准物质定值及不确定度  

标准工作曲线浓度（μg/L）  

检测方法代号、章节  

前处理方法  

检测设备（品牌、型号、计

量有效期至） 
 

定量限（mg/kg）  

是否出现方法偏离  

是否为通过认证认可方法  CMA认证： 是 否       CNAS认可：是 否 

其

他 

所采用的方法是否为实验室的常用方法？    是         否 

其他方法验证？（如果有） 验证方法： 

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异常现象： 

  

实验室/机构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 请使用电子版填写结果报告单，不可缺项。 

2. 测试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3. 附标准系列、样品原始记录及谱图。原件请寄回实施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