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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报告依据 CNAS-CL0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CNAS-CL10《检

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CNAS-CL18《检测和校

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纺织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CNAS-CL52《CNAS-CL01<检测

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应用要求》和 CNAS-RL02《能力验证规则》中关于质量

控制的要求，并结合轻纺（纺织/皮革/鞋类）实验室检测参数质量控制的特性而制

定。 

本技术报告旨在规范轻纺实验室质量控制活动,以确保实验室采用的质量控制

方法合理适用, 质量控制活动充分有效，保证实验室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 

本技术报告从轻纺实验室物理（包括感官和染色牢度）、化学方面，提出了质量

控制的基本方式和要求。由于微生物领域涉及到国家的有关规定，本技术报告中未

列出微生物检测项目质量控制要求。 

本技术报告仅从操作层面上就实施方法给出指导性建议，所提供的方法和实例

并非是唯一可选的，仅供相关方参考。 

本技术报告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技术报告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纤维检验局。 

本技术报告主要起草人：富巍、贺甬、张明霞、周硕、孔丽萍、秦言华、周思

旭、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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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纺检测领域质量控制方法 

 

1  范围 

1.1 本文件适用于从事轻纺（纺织/皮革/鞋类）检测的实验室（以下简称轻纺实

验室），旨在指导轻纺实验室有效开展质量控制活动，规范质量控制方式和合理

确定质控限。 

1.2 本文件附录 A 中给出了质量控制方式、质量控制项目（参数）和质量控制频

次等的建议，以供实验室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CNAS-CL01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CNAS-CL10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CNAS-CL18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纺织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CNAS-CL52 《CNAS-CL0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应用要求》 

CNAS-RL02 《能力验证规则》 

CNAS-AL07 《CNAS 能力验证领域和频次表》 

 

3  术语和定义 

3.1 实验室间比对 interlaboratory comparison 

按照预先规定的条件，由两个或多个实验室对相同或类似的物品进行测量或

检测的组织、实施和评价。 

[ISO/IEC 17043:2010，定义 3.4] 

3.2 能力验证 proficiency testing 

利用实验室间比对，按照预先制定的准则评价参加者的能力。 

[ISO/IEC 17043:2010，定义 3.7] 

3.3 质量控制样品（简称质控样）quality control samples 

一种要求的存储条件能得到满足、数量充足、稳定且充分均匀的材料，其物

理或化学特性与常规测试样相同或充分相似，用于长期确定和监控系统的精密度

和稳定性。 

[GB/T 32467-2015，定义 6.3] 

https://www.cnas.org.cn/rkgf/sysrk/rkyyzz/2015/06/8690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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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标准物质/标准样品 reference material （RM） 

具有一种或多种足够均匀且稳定规定特性的材料，已被确定其符合测量过程

的预期用途。 

[ISO 17034:2016，定义 3.3] 

注：标准物质也称为标准样品。 

3.5 有证标准物质/标准样品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CRM） 

采用计量学上有效程序测定的一种或多种规定特性的标准物质/标准样品，

并附有证书提供规定特性值及其不确定度和计量溯源性的陈述。 

[ISO 17034:2016，定义 3.2] 

3.6 灵敏度 sensitivity 

定量分析中，单位目标分析物的仪器响应水平。在定性分析中，方法能够确

定阳性结果的能力。 

[GB/T 32467-2015，定义 9.17] 

3.7 检出限 limit of detection （LOD） 

样品中可被（定性）检测，但并不需要准确定量的最低含量（或浓度），是

在一定置信水平下，从统计学上与空白样品区分的最低浓度水平（或含量）。 

[GB/T 32467-2015，定义 9.19] 

3.8 准确度 accuracy  

测试结果与接收的参照值的一致程度。 

[GB/T 32467-2015，定义 9.37] 

3.9 精密度 precision 

在规定条件下，独立测试结果间的一致程序。 

[GB/T 32467-2015，定义 9.40] 

 

4 质量控制 

4.1 总则 

4.1.1 实验室要持续稳定地获得可靠的检测结果，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质量管理

体系，质量控制活动是实验室管理工作的重点。 

4.1.2 实验室质量控制活动通过内部质量控制和外部质量控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1.3 实验室质量控制活动的策划是对实验室质量控制活动进行的长期整体的规

划，应覆盖到认可范围内的所有检测项目，并能有效监控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稳

定性。 

4.1.4 实验室质量控制活动的策划，即内部质量控制方案和外部质量控制计划的

制定。 

4.2 内部质量控制方案 



CNAS-TRL-005:2018                                                         第 5 页 共 29 页 

发布日期：2018 年 1 月 1 日                                                 

 
 

4.2.1 实验室应建立内部质量控制方案，内部质量控制方案可以写入实验室的作

业指导书中。 

4.2.2 内部质量控制方案宜尽量覆盖实验室的全部认可项目。内部质量控制活动

的频率应考虑检测业务量、检测结果的用途、检测方法本身的稳定性与复杂性、

对于人员培训和经验的依赖程度、参加外部比对（包含能力验证）的频次与结果、

新开展的检测方法或变更的方法等因素，同时应满足相关应用说明的要求。对于

不同参数内部质量控制活动的频次可参照附录 A。 

4.2.3 内部质量控制方案中应明确质控样品选择的原则和要求，以及判定规则和

临界值等。 

4.2.4 内部质量控制方案应明确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最为有效的质量控制

方式。质量控制活动涉及的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对检测结果有影响的物品（含标

准物质）、检测人员、环境条件、仪器设备（含量值溯源）、检测方法，其最终是

为了确保检测结果的有效性。内部质量控制方案各要素的基本要求如下： 

a) 对检测结果有影响的物品（含标准物质）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应对包括

但不限于：聚氨脂管、陪洗织物、灰色样卡、标准样照、标准实物、贴衬织物、

标准洗涤剂、实验用水、试剂等的采购、验收、存储、核查和评价做出文件化规

定，并按规定要求定期实施。 

b) 检测人员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应对检测人员定期进行技术培训、考核评

价和能力监督，尤其应关注对于技术人员经验依赖程度高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羊毛羊绒手排长度、纤维成分分析投影鉴别、起毛起球等级评定、洗后外观评定、

色牢度评级、感官检验等，定期目光统一或校正、检测人员操作手法统一等活动

的频次应满足相关应用说明要求。 

c) 环境条件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应对影响检测的环境条件定期进行核查和

评价。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恒温恒湿室、异味检测室、光源室（箱）、暗室、 

天平室（台）、精密仪器室等。 

d) 仪器设备（含量值溯源）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应对稳定性易发生变化的

仪器设备定期进行核查。包括但不限于：仪器量值期间核查、马丁代尔仪李沙茹

图形、用 AATCC 蓝标核查 AFU 值、标准物质核查、设备比对、化学分析仪器

灵敏度、精密度等技术参数核查。 

e) 检测方法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应有证据确保在现有条件下资源和能力可

以满足标准方法规定的精度，如：毛织物的耐水、耐汗渍色牢度检测，用手揉搓

和加表面活性剂提高渗透性都是不正确的做法；对化学分析检测，应定期对方法

的检出限、精密度、回收率等技术指标进行验证，以证明实验室具备与该标准方

法要求一致的技术能力，确保给出可靠的检测结果。可能时，还应用标准物质或

有证标准物质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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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应定期对检测结果进行验证，包括但不限于

使用质量控制样品、有证标准物质（CRM）、标准物质（RM）、留样再测、相关

性检查等方式。 

4.2.5 内部质量控制方案按项目可分为物理项目（包括感官和色牢度）和化学项

目。 

a) 物理项目（包括感官和色牢度）质量控制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强力类、

起毛起球类、色牢度类、异味等； 

b) 化学项目质量控制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纤维含量分析、含油率、pH 值、

有害物质（甲醛、重金属、偶氮染料）等。 

4.2.6 内部质量控制方案应定期评估，评估结果输入管理评审，必要时，可对质

量控制方案做出调整。 

4.2.7 附录 B 中给出了典型项目的内部质量控制方案实例。 

4.3 外部质量控制计划 

4.3.1 外部质量控制计划应建立在内部质量控制方案的基础上，同时应考虑认可

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要求。外部质量控制计划应与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相适

应，只要能够获得应尽量覆盖，其中能力验证或测量审核活动应符合CNAS-RL02 

和 CNAS-AL07 的要求，实验室间比对应符合 CNAS-GL02、CNAS-GL03 或 ISO 

13528 的要求。 

4.3.2 实验室应定期对外部质量控制计划中所选择的能力验证提供者的资质、组

织活动的技术水平和数据的可信度进行评估。  

4.3.3 外部质量控制计划制订时要明确质控项目、质控方式、质控人员、质控评

价等，并重点关注新开展项目、业务量大的项目、检测频次过低的项目（如，低

于 1 次/月）、关键检测技术项目、方法重复性差、对人员操作技能要求高的项目、

内审和外审中发现问题的项目等。 

4.3.4 外部质量控制计划通常以 2 至 3 年为宜。 

4.4 质量控制实施 

4.4.1 按内部质量控制方案和外部质量控制计划实施，并形成记录。 

4.4.2 当质量控制结果临近接受范围边缘时，或使用质量控制图，质量控制结果

超出警告线时，应及时对检测过程和试剂、材料进行检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采取纠正措施消除隐患，预防超差的发生。 

4.5 质量控制效果评价 

实验室应通过质量控制实施的结果，评价质量控制的效果，作为管理评审的

输入，由管理评审的输出作为质量控制改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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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轻纺实验室典型项目质量控制表 

附录B 轻纺实验室质量控制方案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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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附录） 

 

轻纺实验室典型项目质量控制表 

 
表 A.1 轻纺实验室典型项目质量控制表（纺织物理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评价方法及质控限 频次建议 

1 手扯长度 

确保人员的经验和技

术 
采用标样校准 

人员比对 
R=0.5mm 6 个月 1 次 

标准物质 CRM 样品 及时更新 极差法（U/б）R=0.5mm 6 个月 1 次 

2 马克隆值 

试验前校准 试验前设备自校，再用标样校准 

设备核查 极差法（U/б）R=0.10 每次测试前 
设备期间核查 釆用标样核查仪器 

3 含杂率 

分离出杂质的称量、

记录准确 
不定期现场操作监督 人员比对 

设备核查 

极差法（U/б）重复性限

r=0.29%(适用≤2.5%低含杂

率)； 

r=0.47%(适用≥2.5%高含杂

率) 

1 年 1 次 

设备期间核查 釆用标样核查仪器  

4 
棉纤维物理 性

能（HVI) 

试验前用标样校准 试验前用标样核查仪器 

设备核查 

极差法(U /δ)按 HVI 大容量

棉花纤维测试仪校准规范规

定 

每次检测前进行 

 

标样和样品的调湿及

试验温湿度 
温湿度控制和核查 符合 GB/T20392 要求 6 个月 1 次 

5 
化学纤维短纤维

长度 

纤维整理 绒板上整理纤维束时，确保纤维伸直且不伸长 
标样校准 

人员比对 

绝对误差： 

棉型≤1.0mm 

中长型≤1.5mm 

毛型≤2.0mm 

6 个月 1 次 

切断 确保纤维束在切断器上与刀口垂直 

6 
化学纤维短纤维

线密度 

纤维整理 绒板上整理纤维束时，确保纤维伸直且不伸长 
标样校准 

人员比对 

绝对误差： 

棉型≤0.10dtex 

中长型≤0.15dtex 

毛型≤0.20dtex 

6 个月 1 次 

排片 确保排片时的纤维平行、无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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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评价方法及质控限 频次建议 

7 
化学纤维长丝线

密度 

长度量取 单根法：目光与剪取点保持平视 

人员比对 相对误差 ≤2.5% 6 个月 1 次 

预加张力 准确设置预加张力，确保丝条伸直不伸长 

8 
化学纤维长丝条

干均匀度 

测量槽 输入正确的丝条线密度 

设备比对 

留样再测 
绝对误差 ≤1.0% 1 年 1 次 试验环境 确保试验环境无气体对流，无漂浮物 

仪器状态 确保压缩空气压力稳定 

9 
化学纤维长丝捻

度 

退捻 确保丝条退捻时所有单丝呈平行状态 

人员比对 相对误差 ≤5% 1 年 1 次 

预加张力 准确设置预加张力，确保丝条伸直不伸长 

10 
特种动物纤维含

量 
纤维鉴别 用已知样品校准目光 

人员比对 

留样再测 
绝对误差 ≤3% 6 个月 1 次 

11 羊绒手排长度 

取样 20 个点以上 
人员比对 

留样再测 

长度绝对误差≤2.0mm 

短绒率相对误差≤20% 
6 个月 1 次 

纤维整理 绒板上整理纤维束时，确保纤维平直，防止纤维断裂 

12 生丝抱合 正确辨认 使用留样进行测试 留样再测  6 个月 1 次 

13 纱线线密度 预加张力 准确设置预加张力，确保纱线伸直不伸长 人员比对 相对误差 ≤3% 1 年 1 次 

14 纱线捻度 

限位（单纱） 准确读取瞬间断裂伸长值 

人员比对 相对误差 ≤5% 1 年 1 次 完全退捻（股线） 确保将两根或多根纱线退至平行 

预加张力 准确设置预加张力，确保纱线伸直不伸长 

15 纱线条干均匀度 测量槽 输入正确的丝条线密度 
设备比对 

留样再测 
绝对误差 ≤5% 1 年 1 次 

16 纱线断裂强力 

设备 定期核查 
设备比对 

人员比对 
相对误差 ≤5% 1 年 1 次 

预加张力 准确设置预加张力，确保纱线伸直不伸长 

17 十万米纱疵 检测头 确保检测头正常 
设备比对 

实验室间比对 
/ 1 年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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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评价方法及质控限 频次建议 

18 黑板棉结、 杂质 棉结、 杂质鉴别 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人员比对 相对误差 ≤5% 6 个月 1 次 

19 明显色结 色结鉴别 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人员比对 相对误差 ≤5% 6 个月 1 次 

20 
絮用纤维短 纤

维率 

确保人员的经验和技

术（操作手法） 
采用标样校准手法（手扯法） 

人员比对 

（操作比对） 
绝对误差≤3%  6 个月 1 次 

21 
絮用纤维含 杂

率 

分离出杂质的称量、

记录准确 
釆用标样期间核查仪器  

人员比对 

标样测试 
极差= 0.31% 6 个月 1 次 

22 织物断裂强力 

设备 定期核查 

人员比对 

设备比对 

留样再测 

相对误差 ≤10% 1 年 1 次 试样宽度 确保有效宽度 

预加张力 准确设置预加张力，确保织物伸直不伸长 

23 顶破强力 

设备 定期核查 人员比对 

设备比对 

留样再测 

相对误差 ≤10% 1 年 1 次 

球形顶杆 准确选择球形直径 

24 接缝强力 

设备 定期核查 

人员比对 相对误差 ≤10% 1 年 1 次 

针距 确保针距准确 

25 
起毛起球（圆轨

迹法） 

目光评级 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人员比对 

设备比对 

留样再测 

≤0.5 级 6 个月 1 次 

设备 定期核查毛刷、磨料、垫片 

26 
起毛起球（马丁

代尔法） 

目光评级 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人员比对 

设备比对 

留样再测 

≤0.5 级 6 个月 1 次 

设备 定期核查李莎茹图形 

27 
起毛起球（滚箱

法） 

目光评级 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人员比对 

设备比对 

留样再测 

≤0.5 级 6 个月 1 次 

设备 定期核查软木衬垫和聚氨酯载样管表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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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评价方法及质控限 频次建议 

28 
起毛起球（乱翻

法） 

目光评级 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人员比对 

设备比对 

留样再测 

≤0.5 级 6 个月 1 次 

设备 定期核查软木衬垫表面状态 

29 质量 

圆盘取样器 定期核查切割器刀口锋利程度 

人员比对 相对误差 ≤5% 1 年 1 次 

烘箱 定期核查八篮的零位 

30 

洗涤尺寸变 化

率、 

扭曲率 

测量 定期进行测量操作比对，确保试样无不必要的拉伸 人员比对 相对误差 ≤10% 1 年 1 次 

31 洗后外观 目光评级 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人员比对 ≤0.5 级 6 个月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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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轻纺实验室典型项目质量控制表（色牢度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限 频次建议 

1 耐摩擦色牢度 

①评级目光 

②人员操作 

③仪器各个参数设置 

④摩擦布的含水率 

⑤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①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②定期开展人员操作手法比对 

③定期检查仪器各个参数：检查金属网、耐水

细砂纸、摩擦头、仪器动程、棉摩擦布需符合

标准要求 

④摩擦布的含水率符合规定 

⑤定期对灰色样卡进行校验 

人员比对 

设备校验 

留样再测 

能力验证 

实验室间比对 

人工：±0.5 级 

色差仪：±0.25 级 

人员目光比对 6个

月 1 次 

其余质控方法 1年

1 次 

2 
耐水、汗渍、耐唾液、

耐海水色牢度 

①评级目光 

②人员操作 

③仪器各个参数设置 

④标准贴衬织物 

⑤试液配制 

⑥评定变色、沾色用灰色样

卡 

①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②定期开展人员操作手法比对 

③定期检查仪器各个参数：重锤质量、烘箱温

度需符合标准要求 

④标准贴衬织物需通过验收 

⑤试液配制测试相应 pH 值，确保符合要求 

⑥定期对灰色样卡进行校验 

人员比对 

设备校验 

留样再测 

能力验证 

实验室间比对 

人工：±0.5 级 

色差仪：±0.25 级 

人员目光比对 6个

月 1 次 

其余质控方法 1年

1 次 

3 耐光、耐光汗色牢度 

①评级目光 

②人员操作 

③仪器各个参数设置 

④蓝色羊毛标样 

①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②定期开展人员操作手法比对 

③定期检查仪器辐照度、温度传感器、有效湿

度需符合标准要求，定期校验和期间核查 

④蓝色羊毛标样定期比对，换批次应进行验证 

人员比对 

设备校验 

留样再测 

能力验证 

实验室间比对 

人工：±0.5 级 

色差仪：±0.25 级 

人员目光比对 6个

月 1 次 

其余质控方法 1年

1 次 

4 
耐皂洗、耐干洗、耐

氯化水色牢度 

①评级目光 

②人员操作 

③仪器各个参数设置 

④标准贴衬织物 

⑤试液配制 

⑥评定变色、沾色用灰色样

卡 

①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②定期开展人员操作手法比对 

③定期检查仪器各个参数：温度、时间需符合

标准要求 

④标准贴衬织物需通过验收 

⑤试液配制需符合规定 

⑥定期对灰色样卡进行校验 

人员比对 

设备校验 

留样再测 

能力验证  

实验室间比对 

人工：±0.5 级 

色差仪：±0.25 级 

人员目光比对 6个

月 1 次 

其余质控方法 1年

1 次 

5 
耐干热色牢度、耐热

压色牢度 

①评级目光 

②人员操作 

③仪器各个参数设置 

④标准贴衬织物 

⑤评定变色、沾色用灰色样

卡 

①定期进行目光比对 

②定期开展人员操作手法比对 

③定期检查仪器各个参数：压强、温度、时间

需符合标准要求 

④标准贴衬织物需通过验收 

⑤定期对灰色样卡进行校验 

人员比对 

设备校验 

留样再测 

能力验证  

实验室间比对 

人工：±0.5 级 

色差仪：±0.25 级 

人员目光比对 6个

月 1 次 

其余质控方法 1年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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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轻纺实验室典型项目质量控制表（化学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限 频次建议 

1 
纤维定量分析

（化学溶解法） 

选择最适当的溶解方法 
检测员根据定性结果，相关标准及细则，选择合适的

定量方案。 

留样再测 

质控样 

试验室进行留样再测

或测定质控样品可采

用质量控制图，也可

以自行测定并计算质

控限 

3 个月 1 次 关键溶剂浓度的标定 
对配制的试剂进行浓度标定，密度测量，确保符合标

准要求。 

试剂期间核查 按照质量监督计划定期对试剂进行核查。 

2 
纤维定量分析

（显微镜法） 

人员的经验、技术和状态 定期组织人员目光比对。 

人员比对 

留样再测 

质控样 

极差法(U/б) 

R=3% 
3 个月 1 次 适当的方法程序 

检测员根据定性结果，相关标准及细则，选择合适的

方法程序。 

设备校准 按照质量监督计划定期对设备进行校准。 

3 
pH 值（水萃取

法） 

保持电极稳定性 使用前校准；留样再测进行台差比对 

人员比对 

留样再测 

质控样 

实验间比对 

实验室内部的质量控

制再现性限 R=0.2 
3 个月 1 次 

设备校准（CRM 缓冲剂 ） 电极校准，电极损坏不可调整，需重换新 

调整合适振荡频率 
保证样品完润湿。化纤等较易润湿透样品建议振荡频

率调高些。 

萃取介质质量：pH 值 5.3～

6.5 
试验前，用 pH 计进行测试 

4 甲醛 

样品检测前应封闭保存 分样时采用自封袋装置 

标准曲线核查 

 

质控图判断参照标准

GB/T 4091-2001《常

规控制图》 

每周一次 

采用有证甲醛标准溶液核

查工作曲线 
用有证甲醛标准溶液核查工作曲线（每周一次） 

显色剂灵敏度检查 显色剂变化后需核查标准曲线 

测释放甲醛时环境温度的

控制 
确保释放过程的条件保持不变； 

检测仪器设备的准确性 定期进行校准和核查 

5 
可分解致癌芳香

胺染料 
取样原则 

1、制定取样细则，定期培训 

2、留样订在原始记录，流转至审核员确认是否取样正
回收率 

加标回收率实验，回

收率符合 EN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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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限 频次建议 

确 14362-1-2012 要求 次 

耗材(硅藻土)、保险粉验收 回收率测试合格，保险粉不结块才可使用 

旋蒸过程 不能蒸干，检测员实时查看 

定容过程（保证定容准确） 检定定容器；检测员正确使用，量取准确 

检测仪器设备的准确性 定期进行校准和核查 

6 重金属 

样品前处理 

1、使用洁净无污染的检测器具； 

2、可萃取重金属检测酸性汗液现配现用； 

3、重金属总量检测取样量需满足标准要求, 确保消解

完全(样品采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足够小，利于消解完

全)； 

4、六价铬检测进行空白加标回收试验，确保显色剂显

色效果； 

5、进行空白试验； 回收率；测定有证标

准物质 

加标回收试验，回收

率参照 GB/T 27404

附录 F 的回收率范

围；测定有证标准物

质需符合标准值及不

确定度的要求。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标准溶液 

1、 采用有证标准溶液； 

2、配制标准溶液需有详细记录，确保量值传递可追溯

性； 

样品均匀性 进行重复试验 

检测仪器设备的准确性 定期进行校准和核查 

7 镍释放量 

腐蚀过程 

1、试验容器采用硝酸（1+9）浸泡过夜，用去离子水

冲洗，晾干，备用； 

2、确保接触面完全浸泡 

3、确保释放过程的条件保持不变； 

4、人工汗液现配现用； 

5、进行空白试验； 
测定质控样品；测定

参考试片 

试验室测定质控样品

可采用质量控制图，

也可以自行测定并计

算质控限；测定参考

试片，需符合标准值

及不确定度的要求。 

随检验批进行质

控样品或参考试

片的测试 
标准溶液 

1、采用有证标准溶液； 

2、配制标准溶液需有详细记录，确保量值传递可追溯

性； 

样品均匀性 进行重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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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限 频次建议 

测试面积计算 
1 制定原则，将不规则形状拆成有规则形状计算。 

2 人员培训，审核员对可疑数据复算。 

8 有机锡化合物 

溶液配制 
现配现用，确保酸性汗渍萃取液 pH 值=5.5（用 pH 剂

测，乙酸调整） 
回收率 

回收率参考 GB/T 

27404 附录 F 的回收

率范围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准确量取 2ml 正已烷 检定移液枪 

9 
表面活性剂

-APs+APEOs 

索氏抽提的回流速度 检测员查看（1 秒 2 滴），通过温度控制速度 
甲醇空白对照, 回收

率 

参考 GB/T 

23322-2009，回收率

范围 90%-110%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空白干扰（容器、试剂、仪

器等干扰） 
空白试验验证 

10 致癌、致敏染料 

超声温度 
超声温度 70 度（用检定的温度计再次确认），30 分

钟 
留样再测  

试验室自行测定并计

算质控限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超声时间 
超声 30 分钟（采用 2 种时间方式提醒——超声仪设定

及闹钟设定） 

11 含氯酚 

配制准确 K2CO3溶液浓度配制正确（0.1mol/L） 

回收率 

参考 GB/T 

18414.1-2006，回收

率范围 85%-110%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量取准确 用检定的移液枪量取 5ml 正乙烷 

衍生化过程 若出现混蚀，需离心 3 分钟，离心速度 400 转/分钟 

12 邻苯二甲酸酯 

隔垫更换 查看隔垫是否漏气；色谱图是否有杂峰 

回收率 
回收率参考 GB/T 

20388-2016 的要求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色谱柱流失情况 空白试验验证 

扣除试剂本身含有邻苯二

甲酸酯 
试剂空白实验 

13 富马酸二甲酯 

超声过程 严格按标准时间进行超声 

回收率 回收率 80%-120%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过滤过程 用定量滤纸过滤 

旋蒸温度 标准要求 40 度以下，常控在 35 度左右 

14 农药残留 

超声萃取：控制超声温度、

超声时间 

 

1、超声温度：用检定的温度计确认试验过程 

2、超声时间：可采用两种时间方式提醒——超声仪设

定或闹钟设定 

回收率 

回收率参考 GB/T 

18412.1-2006 至 

GB/T 18412.7-2006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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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限 频次建议 

衍生化过程 试剂空白加标回收率测试，验证衍生化过程 
的要求 

旋蒸过程 

1、 方法要求不能蒸干的，检验员实时查看； 

2、方法要求旋蒸温度的，用检定的温度计确认试验过

程。 

定容过程（保证定容准确） 检定定容器；检测员正确使用，量取准确 

关键耗材（如固相萃取柱、

过滤膜等）验收 
回收率测试，合格才可使用 

检测仪器设备的准确性 定期进行校准和核查 

15 四氯乙烯 顶空瓶密封性 
操作人员测定前检查待测顶空瓶瓶盖的密封性，封好

顶空瓶盖后，左右拧动检查是否松动。 
回收率 

参考 GB/T 

24115-2009 回收率

范围 85%～105%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16 丙烯酰胺 关键耗材：固相萃取柱验收 回收率测试，合格才可使用 回收率 

参考 GB/T 

30166-2013 回收率

范围 90%～110%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17 全氟辛酸 关键耗材：固相萃取柱验收 回收率测试，合格才可使用 回收率 

参考 SN/T 

2842-2011，回收率范

围 78%～103%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18 多氯联苯 

旋蒸过程 方法要求不能蒸干的，检测员实时查看； 

回收率 

参考 GB/T 

20387-2006，回收率

范围大于 85%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定容过程（保证定容准确） 检定定容器；检测员正确使用，量取准确 

19 多环芳烃 

关键耗材：固相萃取柱验收 回收率测试，合格才可使用 

回收率 

参考 GB/T 

28189-2011，回收率

范围 61%～110%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GC-MS 离子源温度设定为

350℃ 
含量低，沸点高的物质全部出色谱峰 

20 邻苯基苯酚 

提取液 转移完全，尽量少的吸附在样品上 

回收率 

参考 GB/T 

20386-2006，回收率

85%～110%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衍生化过程 试剂空白加标回收率测试，验证衍生化过程 

21 
氯化苯和氯化甲

苯 
超声温度 避免提取液二氯甲烷挥发 回收率 

参考 GB/T 

20384-2006，回收率

大于 85%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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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限 频次建议 

22 阻燃剂 

标样配制 注意溶剂比例，确保混溶 

回收率 

参考 GB/T 

24279-2009，回收率

80%～105% 

每制备批样品或

每 20 个样品做一

次 超声温度 避免提取液正己烷+丙酮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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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轻纺实验室典型项目质量控制表（皮革/鞋类检测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限 频次建议 

1 

甲醛含量（分光

光度法）  

样品检测前应密封保存 样品采用自封袋包装 

实验间比对；回收率试

验，采用标准物质溶液

对工作曲线进行控制。 

实验室间比对，再现性限

R=28mg/kg； 

回收率 80%～120%。 

6 个月 1 次； 

每制备批样品或每

20 个样品做一次 

采用甲醛有证标准物质核查

工作曲线  
用甲醛有证标准物质溶液核查工作曲线 

显色剂灵敏度检查 
长期储存后显色剂灵敏度会稍起变化，需

每星期对显色剂灵敏度作一次检查 

甲醛含量（色谱

法） 

样品检测前应密封保存 样品采用自封袋包装 

实验间比对；回收率试

验，采用标准物质溶液

对工作曲线进行控制。 

再现性限 R=40 mg/kg； 

回收率 80%～120%（经验值）。 

6 个月 1 次； 

每制备批样品或每

20 个样品做一次 

采用甲醛有证标准物质核查

工作曲线  
用甲醛有证标准物质溶液核查工作曲线 

与二硝基苯肼反应后溶液的

保存 

反应后溶液充分混匀，放置时间为

60min-180min 

2 

可分解有害芳

香胺的偶氮染

料 

取样原则 

1、制定取样细则，定期培训 

2、留样订在原始记录，流转至审核员确

认是否取样正确 

实验室间比对；回收率

试验；阳性样品留样再

测。 

再现性限 R=50%；2,4-二氨基

苯甲醚回收率应大于 20%，邻

甲苯胺、2,4-二氨基甲苯回收

率应大于 50%，其它回收率应

大于 70%；R=10%(经验值)。 

6 个月 1 次； 

每制备批样品或每

20 个样品做一次；6

个月 1 次 

还原温度 温度 70℃（用检定的温度计确认） 

硅藻土验收 回收率测试，合格才可使用 

旋蒸过程 不能蒸干，检测员实时查看 

定容过程（保证定容准确） 
检定移液管、容量瓶等；检测员正确使用，

准确量取 

3 有机锡化合物 

溶液配制 
现配现用，确保酸性汗渍萃取液 pH 值

=5.5（用 pH 剂测，乙酸调整） 
留样再测；标样测试 s=±10% 6 个月 1 次 

准确量取 2ml 正已烷 检定移液器 

4 五氯苯酚 

配制准确 K2CO3溶液浓度配制正确（0.1mol/L） 

留样再测；标样测试 s=±10% 6 个月 1 次 

量取准确 用检定的移液枪量取 5ml 正乙烷 

衍生化过程 
若出现混蚀，需离心 3 分钟，离心速度

400 转/分钟 

空白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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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限 频次建议 

5 邻苯二甲酸酯  

超声温度和时间 50℃超声 1h 

留样再测；温度计监控

超声温度；仪器检定；

空白对照 

s=±10% 6 个月 1 次 定容准确 检定容量瓶 

扣除试剂本身含有邻苯二甲

酸酯 
试剂空白实验 

6 富马酸二甲酯 

超声过程 严格按标准时间进行超声 

标准物质测试；回收率

的测定；温度计监控超

声温度；仪器检定 

s=±10%；回收率 80%～120% 

6 个月 1 次；每制备

批样品或每20个样

品做一次 

过滤过程 用定量滤纸过滤 

旋蒸温度 控制在 35℃左右 

7 N-亚硝基胺 

试剂避光保存 用棕色容量瓶装 

 标样测试； s=±10% 6 个月 1 次 旋蒸温度 通常控制在 35℃左右 

过滤过程 用甲醇活化小柱子 

8 
烷基酚聚氧乙

烯醚 

萃取过程 准确控制超声温度和时间 仪器检定；使用经检定

合格的温度计监控超声

和旋转蒸发温度；使用

有证标准物质制备标准

曲线 

s=±10%；回收率 85%～105% 

6 个月 1 次；每制备

批样品或每20个样

品做一次 

旋转蒸发过程 准确控制旋转蒸发的温度和压力 

定容过程 检定移液器 

9 重金属总量 

过程引入的污染（容器清洗

不干净，有残渣） 

先用酸液浸泡过夜，再用去离子水冲洗干

净 实验室间比对；回收率

试验 
s=±10%；回收率 80%～115% 

6 个月 1 次；每制备

批样品或每20个样

品做一次 消解是否完全 样品切割成 4mm×4mm，利于消解完全 

10 可萃取重金属 
过程引入的污染（容器清洗

不干净，有残渣） 

先用酸液浸泡过夜，再用去离子水冲洗干

净 

实验室间比对；回收率

试验 
s=±10%；回收率 80%～115% 

6 个月 1 次；每制备

批样品或每20个样

品做一次 

11 皮革中六价铬 脱色剂脱色效果 回收率测试验证，要求回收率＞90% 

实验室间比对；留样再

测；加标回收试验（空

白加标和基底加标）采

用质控溶液对标准工作

曲线进行控制。 

s=±10%；回收率＞90% 

6 个月 1 次；每制备

批样品或每20个样

品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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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核心影响因素 核心因素的控制建议 主要质控方法 质控限 频次建议 

12 镍释放量 释放过程 试样应全部浸入人工汗液 参考试片测试 
标准测试片偏差

[0.19,0.49]ug/cm3 周 
6 个月 1 次 

13 pH 值 

保持电极稳定性 使用前校准；留样再测进行结果对比 

实验间比对；人员比对 R=0.2（经验值）；R=0.1。 6 个月 1 次 

设备校准（CRM 缓冲剂 ） 电极校准，电极损坏不可调整，需重换新 

是否用滤纸过滤 无需用滤纸过滤 

调整合适振荡频率 保证样品完全润湿。 

萃取水质量：pH 值 6～7 每天监控，用 pH 计进行测试 

准确滴定 滴定至淡绿色 

硫代硫酸钠浓度的准确性 
使用有证标准物质或对浓度进行准确标

定 

准确滴定 组织不同人员进行比对试验 

防止空白污染 空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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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附录） 

轻纺实验室质量控制方案实例 

B.1 织物断裂强力：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

伸长率的测定 条样法》质量控制实例 

B.1.1 检测用耗材、试剂（含标准物质）的质量控制： 

三级水的验收（需要时，如：湿态样品）。 

B.1.2 检测人员的质量控制： 

人员经过纺织基础知识培训、纺织品检测方法培训、强力类仪器设备操作培训，并经过

知识和操作考核合格，操作熟练。符合CL18的专门要求。 

B.1.3 环境条件的质量控制： 

恒温恒湿室环境符合要求，并定期核查。 

B.1.4 设备（含量值溯源）的质量控制： 

设备的各项指标精度符合标准要求，包括钢尺，并且量值（强力机力值、长度，钢尺长

度）可以溯源到国家基准，定期进行期间核查。应注意：夹钳宽度是否足够，夹钳面不应打

滑，夹钳口不应伤及样品。 

B.1.5 检测方法的质量控制： 

取样方法、取样数量（包括选择参数的样品）、样品状态、样品撕边纱宽度、装夹样品

的手法、预加张力、试验中滑移、钳口断裂的判断、修约等按标准规定。 

B.1.6 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 

B.1.6.1 内部质量控制：通过留样再测，积累数据，制作内部质控样。 

样品：精梳棉或涤/棉本色布,平纹，数量全幅宽尽可能多。 

样品均匀性评价：按CNAS-GL03中4.2单因子方差分析进行评价。 

检测：对样品进行留样再测，检测过程中应记录相关的要素变化（物质、环境、仪器、

人员、时间），数量8次以上。 

计算：① 将数量8次以上的检测数据，每次检测的平均值按GB/T 4883-2008标准7.2 格

拉布斯（Grubbs）检测法判断和删除歧离值。 

② 将歧离值判断合格的检测数据，按JJF1059.1-2012标准 4.3.2.5 计算标准偏

差、A类不确定度。 

③ 修约产生的B类不确定度：如果平均值＜100N，u B= 0.29N；≥100N且＜1000N，

u B= 2.9N；≥1000N，u B= 29N。如果有再计算其它因素产生的B类不确定度。 

④ 按JJF1059.1-2012标准计算合成不确定度、扩展不确定度，即为该内部质控

样的值和不确定度。 

⑤ 定期用该质控样进行盲样检测，结果在不确定度区间内，满意；如果结果超

出不确定度区间，则不满意，查找原因，整改。再进行测试，结果在不确定度区间内，再测

结果满意。 

⑥ 绘制质控图 

B.1.6.2 外部质量控制：使用有证标准物质（CRM）和/或标准物质（RM）、能力验证、测量

审核、或按ISO 13528要求进行，数量8个或以上实验室参加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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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纤维含量：氨纶/棉/聚酯纤维针织样品（手工分解法分离氨纶→化学分析法溶解棉、

剩余聚酯纤维）质量控制实例 

B.2.1 检测用物品（含标准物质）的质量控制： 

称量瓶及干燥器、挑针、玻璃砂芯坩埚容量和孔径等检测器具的核查。其他的核查验收，

三级水、硫酸溶液（质量分数为 75%）、稀氨水溶液的检查，夹具、手套、防护用品、真空

抽滤泵的检查。 

B.2.2 检测人员的质量控制： 

人员经过纺织基础知识培训、纺织品检测方法培训、化学实验室知识培训、安全培训、

化学类仪器设备操作培训，并经过知识和操作考核合格，操作熟练。 

B.2.3 环境条件的质量控制： 

符合天平环境要求、实验室通风要求、安全冲淋要求。 

B.2.4 设备（含量值溯源）的质量控制： 

设备的各项指标精度符合标准要求，并且量值（分析天平精度 0.0002g或以上，恒温水

浴锅保持温度（50±5）℃，烘箱保持温度（105±3）℃）可以溯源到国家基准或标准物质，

定期进行期间核查。应注意：干燥器需符合要求。 

B.2.5 检测方法的质量控制： 

第一步：手工分解法分离氨纶——FZ/T 01095-2002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实

验方法或 GB/T 2910.1-2009 《纺织品 化学定量分析 第 1部分：试验通则》附录 B 

取样方法、取样数量按 GB/T 10629-2009《纺织品 用于化学试验的实验样品和试样的

准备》进行，手工分解、烘干、称量等操作手法的一致性等按标准规定。应注意：按 FZ/T 

01095-2002手工分解法分离氨纶前后试样质量的差异应不大于 1%。 

第二步：化学分析法溶解棉、剩余聚酯纤维——GB/T 2910.11-2009 《纺织品 化学定

量分析 第 11部分：纤维素纤维与聚酯纤维的混合物（硫酸法）》 

试样的溶解时间（1h）、温度、振荡频率（每 10min 摇动 1次）、真空抽滤、洗涤过程（硫

酸溶液清洗、冷水连续冲洗、稀氨水中和 2 次后再用冷水洗涤）、烘干、称量等操作手法的

一致性等按标准规定。 

B.2.6 检测过程中关键环节的控制： 

手工分解法应先确认织物结构，并按织物结构、纱线循环将织物中的氨纶与棉/聚酯纤

维混纺纱分离。分离过程中及分离完毕后，应注意检查氨纶中是否混有棉/聚酯纤维混纺纱

线毛羽，以及棉/聚酯纤维混纺纱线中是否混有少许氨纶，如有，均需将混入的纱线毛羽或

氨纶分拣归位。称量前，应确认试样已充分冷却至室温，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称出质量。 

进行化学溶解法定量时，应先确保将各试样中需进行溶解试验的纱线全部转移至相应的

具塞三角烧瓶中并编号；溶解过程中，应观察并确保纱线与溶液充分接触；溶解试验结束，

应观察各三角烧瓶中残留物状态、溶液状态是否一致，并按标准要求转移三角烧瓶中的残留

物、清洗三角烧瓶以及残留物。 

B.2.7 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 

B.2.7.1 内部质量控制：① 重复性检测，按 FZ/T 01095-2002第 5条或 GB/T 2910.1-2009

附录 B 采用手工分解法分离氨纶时，应按标准中规定±1%为判定区间进行控制；按 GB/T 

2910.11-2009采用化学法进行棉/聚酯纤维溶解定量时，应按标准中规定的±1%为判定区间

进行控制。② 通过留样再测，积累数据，制作内部质控样（样品：氨纶/棉/聚酯纤维针织

布，样品中氨纶应便于手工分解法分离，建议采用氨纶百分含量大于 3%的样品作为内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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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样）。 

B.2.7.2 外部质量控制：使用有证标准物质（CRM）和/或标准物质（RM）、能力验证、测量

审核、或按 ISO 13528 要求进行，数量 8个或以上实验室参加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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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色牢度：GB/T 3922-20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质量控制实例 

B.3.1 检测用物品（含标准物质）的质量控制： 

① 相关试剂的验收：由合格供应商提供，包括氯化钠、L-组氨酸盐酸盐-水合物、磷酸

氢二钠十二水合物等。 

② 贴衬织物的验收：合格供货商提供的标准物质证书；或 

必要时根据标准贴衬织物的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对单位面积质量、白度值等指标进行检

测。 

③ 灰卡的核查：必要时通过色度仪进行核查，根据GB/T 250-2008和GB/T 251-2008标

准要求，检查灰卡每一档的色差值。 

④ 缝纫线：由合格供应商提供，根据产品说明书确认缝纫线规格，必要时利用紫外灯

检查荧光剂。 

B.3.2 检测人员的质量控制： 

人员必须是经过纺织基础知识培训、纺织品检测方法培训、色牢度类设备操作培训，并

经过色牢度知识和操作考核合格，操作熟练，检测人员目光经过检查，并定期进行目光校正

或统一。符合CL18的专门要求。 

B.3.3 环境条件的质量控制： 

评级环境符合要求，并定期核查评级箱和D65光源等。 

B.3.4 设备（含量值溯源）的质量控制： 

设备的各项指标、精度符合标准要求，并且量值（天平力值，恒温箱温度）可以溯源到

国家基准，定期进行期间核查。试验装置的压强、pH仪经过核查。若使用仪器评级，评级仪

器的核查。 

B.3.5 检测方法的质量控制： 

① 取样方法、样品状态：选择耐汗渍色牢度的样品区域不应有明显的各种类型的缺陷，

如破损、污渍等，应该在没有影响的区域中取样。 

剪取（40±2）mm×（100±2）mm尺寸的试样，与标准要求的贴衬织物相接触，沿一短

边缝合。制备好的样品应平整放置，避免污染和局部热源的影响。 

② 试液的配置、pH值的控制：试验中所使用的酸性和碱性试液需现配现用，溶液配置

后使用精度为0.1的pH计测量溶液的酸碱度，调整酸性溶液pH值至5.5±0.2，碱性溶液PH值

至8.0±0.2后，方可继续试验。 

③ 浴比：使用精度为0.01g，经过校准的天平称量组合试样的重量，并按照1:50的浴比

配置酸或碱溶液，进行试验。 

B.3.6 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 

耐汗渍色牢度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包含实验室内部的留样再测、人员比对和外部的能力

验证和测量审核，检测结果按±0.5级为判定区间进行控制。 

B.3.6.1 内部质量控制： 

留样再测：样品耐汗渍色牢度检测后，记录检测结果并留样，留样做好标识。一段时间

后，同一检测人员对该样品再进行耐汗渍色牢度的检测，记录检测结果。比较两次检测结果

差异，检测结果按±0.5级为判定区间进行控制。 

留样再测实施频次为每季度一次。 

人员比对： 

① 样品的制备：随机抽取一块被测样品，比对中提供给检测人员的样品应保证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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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中所判别出的任何极端结果均不能归因于被测物品间存在的差异。 

② 方法：2名检测人员对随机抽取的被测样品在同一环境下进行耐汗渍色牢度试验，并

记录检测结果，检测结果按±0.5级为判定区间进行控制。 

人员比对实施频次为每六个月一次。 

B.3.6.2 外部质量控制：  

能力验证或测量审核实施周期每年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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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纺织品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GB/T 17592-2011 《纺织品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质量

控制实例 

B.4.1 检测用物品（含标准物质）的质量控制： 

    ① 相关试剂的验收：由合格供应商处采购，包括连二亚硫酸钠、乙醚等试剂。乙醚或

叔丁基甲醚应核查有机溶剂的入库记录，查看生产日期，并确认乙醚是否经过重蒸馏。连二

亚硫酸钠应检查有无结块和严重变黄等现象。 

② 提取柱验收：每批提取柱进行验收，应包括外观、加标试验验收。外观验收，合适

的硅藻土柱应当是颗粒、色泽、形状均匀，无明显杂质，柱内填装均衡，没有裂缝。验收测

试，测试结果符合相关相求，其中 2,4-二氨基苯甲醚（CAS：615-05-4）不低于 20%；邻甲

苯胺（CAS:95-53-4）和 2,4-二氨基甲苯(CAS:95-80-7)不低于 50%；GB/T 17592-2011的其

它可检测的芳香胺化合物不低于 70%。 

    ③ 标准物质：由合格供应商处采购，每批混标需要与前一批的混标进行峰面积比较，

峰面积偏差不超过平均值的5%。定期进行标准物质期间核查，期间核查内容应至少包括有效

期、外观、有效浓度、存放条件、存放温度等。 

B.4.2 检测人员的质量控制： 

人员必须是经过化学应知应会培训、化学检测能力培训、大型仪器设备操作培训，并经

过偶氮染料检测知识和操作考验合格，操作熟练。符合CL10的专门要求。 

B.4.3 环境条件的质量控制： 

符合天平环境要求、实验室通风要求。 

B.4.4 设备（含量值溯源）的质量控制： 

天平、水浴振荡器、旋转蒸发仪等设备的各项指标精度符合标准要求，并且量值可以溯

源到国家基准，定期进行期间核查。 

气质联用仪和液相色谱仪定期使用偶氮染料标准物质进行核查。标准物质重现性小于等

于2.5%。检出限浓度标准物质可以明显分离和识别。色谱图无明显杂峰、拖尾峰、前置峰等。 

B.4.5 检测方法的质量控制： 

① 取样方法、样品状态： 

a 对于均匀材质的产品，均匀颜色或类似效果的产品，试验的取样无特别要求；对

于由纤维或颜色不同的多组件组成的纺织产品，则单独对每一个组件分别检测。 

b 有花型图案（包括印花和色织）的产品，原则上不将其中的某个色块作为独立的

组件进行检测，一般按下列方法取样：对于有规律的小花型，取至少一个循环图案或数个循

环图案，剪碎后混合；对于循环较大或无规则的花型，尽可能按主体色相的比例取样，剪碎

后混合；对于白地的局部印花、独立印花及分散花型，取样应包括该图案中的主体色相，当

图案很小时宜从多个样品上剪取后合为一个试样。如果这些局部花或分散花色相不同，则宜

分别取样检测。 

② 连二亚硫酸溶液的配制，浓度符合标准要求。 

③ 柠檬酸钠缓冲溶液pH值的控制，试验中所使用的柠檬酸钠缓冲溶液需现配现用，溶

液配置后使用精度为0.1的pH计测量溶液的酸碱度，调整酸性溶液pH值至6.0±0.2。 

④ 旋转蒸发仪的温度和压力在测试前须进行核查，符合标准要求的旋转蒸发仪温度不

超过40℃，真空度不超过300mbar。使用中样品不能蒸干。 

B.4.6 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 

偶氮染料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包含实验室内部的空白试验、加标回收、留样再测、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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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验证和测量审核。 

B.4.6.1 内部质量控制： 

① 试剂空白试验 

试剂空白一般每一制备批样品或每 20 个样品做一次，样品的检测结果应消除空白造成

的影响。试剂空白试验中不应检出芳香胺类化合物，且不存在干扰性物质。 

② 加标回收 

加标回收试验应在分析样品前进行，基体加标应至少每制备批样品或每个基体类型或每

20 个样品做一次，且添加物种类为较为常见的待测物质中的一种或几种，添加物浓度应在

20mg/kg和实验室以往检测该类物质的实际样品浓度之间。 

加标回收率结果参照 EN 14362的相关要求。 

③ 实验室质量控制样品 

实验室质量控制样品(LCS)可每一制备批样品或每 20个样品做一次。该样品为实验室自

制、购买或以往检测出含有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的样品，其测定结果可建立质量控制图进行分

析评价。实验室质量控制样品的质控限为该样品的指示值和控制限。 

④ 人员比对： 

使用实验室质量控制样品(LCS)进行每3个月进行1次，结果应不超过测试平均值的10%

（气质联用仪）或5%（液相色谱仪）。 

⑤ 检出限质量控制 

每1个月配制5mg/kg的混合标准物质溶液进行加标回收试验， 回收率结果满足EN 14362

的相关要求。 

⑥ 判定限质量控制 

每1个月配制20mg/kg的混合标准物质溶液进行加标回收试验，回收率结果满足EN 14362

的相关要求。判定限质量控制可与检出限质量控制交替进行。 

B.4.6.2 外部质量控制：  

能力验证或测量审核实施周期每年 1次； 

当无法获得能力验证时，应每年内开展一次实验室间比对，比对结果的评价可参照 GB/T 

27043-2012附录 B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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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皮革耐磨：GB/T 26703-2011 《皮鞋跟面耐磨性能试验方法 旋转辊筒式磨耗机法》和

/或GB/T 9867-200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旋转辊筒式磨耗机法)》质

量控制实例 

B.5.1 检测用物品（含标准物质）的质量控制： 

砂布、标准参考胶、毛刷的验收。 

B.5.2 检测人员的质量控制： 

人员经过皮革鞋类基础知识培训、皮革鞋类检测方法培训、相应设备操作培训，并经过

知识和操作考核合格，操作熟练。 

B.5.3 环境条件的质量控制： 

恒温恒湿室环境符合要求，并定期核查。 

B.5.4 设备（含量值溯源）的质量控制： 

设备的各项指标精度符合标准要求，包括钢尺，并且量值（天平力值、钢尺长度）可以

溯源到国家基准，定期进行期间核查。磨耗机转速、试样的压力、旋转裁刀转速应经过核查。 

B.5.5 检测方法的质量控制： 

取样方法、取样数量、操作、修约等按标准规定。 

B.5.6 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 

B.5.6.1内部质量控制： 

重复性检测，按GB/T 9867-2008标准中实验室内精密度进行控制。 

以实验室常用1号标准胶为例，试验胶采用NR(实验室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试验人员在相同条件下，独立进行三次测试，绝对重复性r≤23.2，相对重复性（r）≤

14.5。 

B.5.6.2 外部质量控制： 

当可获得能力验证时，则建议按照物理领域2年1次，化学领域1年1次的频次。 

当无法获得能力验证时，可选择与3家及以上数量的实验室进行比对。按GB/T 9867-2008

标准中实验室间精密度进行控制。例如实验室常用1号标准胶，试验胶采用NR(实验室可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3家及以上数量的实验室独立进行测试，绝对再现性r≤30.4，相对再现性

（r）≤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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